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蛋 白激酶 Ｃｄ ｅ ｌ ｔ ａ 和钙离子感受器 Ｓ Ｔ Ｉ Ｍ １ 在 昆虫变态发育

中的功能研究

摘要

研宂背景、 存在的科学问题及研宄意义

在 昆虫发育过程中 ， 蜕皮激素 （ ２ ０Ｅ ） 和保幼激素 （ ＪＨ ） 协 同调控昆虫的蜕皮

和变态 。 ＪＨ 在幼虫期滴度较高 ， 促进幼虫进取食和组织的生长发育 。 ２０Ｅ 在蜕皮及

变态期滴度较高 ， 促使蜕皮和变态的发生 。 变态期的昆虫体 内幼虫组织逐渐凋亡和

成虫组织逐渐形成 。 在形成成虫后 ， 幼虫中肠完全降解消失 ， 其中包含
一

系列 的信

号转导途径 ， 是当前昆虫领域研宄的热点 。 ２ ０ 信号途径在促进幼虫组织凋亡中 起着

关键作用 。 ２０Ｅ 通过非基因组途径和基因组途径诱导细胞凋亡也 己经比较确定 。

蛋 白激酶 Ｃ（ＰＫＣ ） 属于丝氨酸 ／苏氨酸蛋 白激酶超家族的
一

员 ， 能够促使多种

蛋 白质在丝氨酸或苏氨酸位点发生磷酸化 ， 参与细胞的 多种代谢活动 。 在 昆虫 ２ ０Ｅ

诱导 的基因转录过程 中 ， ＰＫＣ 同样起着关键作用 。 由 ＰＫＣ 所介导 的超气 门 蛋 白

（ＵＳＰ ） ， 细胞周期依赖的蛋 白激酶 １ ０（ ＣＤＫ １ ０ ） 的磷酸化决定 了２０Ｅ 诱导的基因

表达以及 昆虫变态的发生 。 而在生物体 内 存在多种类型的 ＰＫＣ ， 具体是哪种 ＰＫＣ

参与 ２０Ｅ 途径诱导细胞凋亡并没有明确 的报道 。

Ｃ ａ
２＋作为胞 内第二信使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 ， 高浓度 Ｃａ

２＋通过激活蛋 白激酶 Ｃ

（ＰＫＣ ） 以及下游的 Ｃａ ｓｐａ ｓｅ
－

３ 促使线粒体中 细胞色素 Ｃ 的释放最终导致细胞凋亡 。

在昆虫变态发育过程中 ， ２ ０Ｅ 通过非基 因组途径快速提高胞 内 Ｃａ
２＋

浓度 ， 包括 内钙

＋

的释放和外钙的 内流 。 虽然 目 前 己经有研究证明 ２０Ｅ 以钙池操纵 Ｃａ
２＋

内 流 （ ＳＯＣＥ ）

的方式增加胞 内 Ｃａ
２＋浓度 ， 但是具体的作 用 机理并不十分清楚 。 基质 作用 分子 １

（ ＳＴＩＭ １ ） 作为 Ｃａ
２＋感受器参与 ＳＯＣＥ ， 在变态期响应 ２０Ｅ 信号 以及下游效应 的机

制还不清楚 。 本论文通过研宄 ＰＫＣ 以及 ＳＴＩＭ １ 在 ２０Ｅ 促使细胞凋亡信号途径 中 的

功能 ， 进
一

步 明确及完善 昆虫蜕皮激素的非基因组信号途径及其与基因组信号途径

之间的相互关系 。 阐明 ２０Ｅ 促进 昆虫变态发 育中程序性细胞死亡 的机制 。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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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宄结果及结论

在棉铃虫变态时期的部分组织 中 ， ２０Ｅ 通过活化 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 核转录复合体来

上调表达 ＰＫＣＳ 。 在幼虫期通过 ＲＮＡ 干扰降低 ＰＫＣ Ｓ 的表达后抑制 了幼虫组织 的程

序性细胞死亡 ， 同时抑制 了细胞凋亡相关基 因的表达 ， 因此抑制了棉铃虫幼虫到蛹

期的转变 。 ＰＫＣ５ 在第 １ ３４ ３ 位 的苏氨酸上会发生磷酸化 ， 该磷酸化位点对 ＰＫＣ５ 发

挥促凋亡功能是必需的 。 此外 ， 在表皮细胞系上过表达 ＰＫＣＳ 的催化结构域后定位

在细胞核 中并诱导 Ｃａ ｓｐａｓｅ
－

３ 的活化 ， 促使细胞凋亡 。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对于异源二

聚体 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 复合体的形成 以及该复合体与 蜕皮激素应答元件 ＥｃＲＥ 的结合都

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 。 ２０Ｅ 通过上调表达 ＰＫＣＳ 诱导 ＥｃＲＢ ｌＳｅ ｒ４ ６ ８ 的磷酸化进而形成

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 核转录复合体 ， 促使凋亡相关基因 的转录并导致细胞凋亡 ， 促进 昆虫

变态发育 。

在变态发 育时期 ， ２０Ｅ 通过 Ｇ 蛋 白偶联受体 （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 和 ＥｒＧＰＣＲ －２ ） 以及核

转录因 子 （ ＥｃＲＢ ｌ 和 ＵＳＰ １ ） 促使 ＳＴ１Ｍ １ 上调表达 。 ２０Ｅ 促进 ＥｃＲＢ ｌ 与 ＥｃＲＥ

（
ｅｃｄｙｓ ｏｎｅｒｅ ｓ ｐｏｎｓｅｅ ｌｅｍｅｎｔ

）
结合以调节 ５７７Ｍ７ 转录 。 ＳＴＩＭ １ 位于变态期幼虫 的 中肠 ，

可能参与幼虫中肠的凋亡 。 在幼虫中 降低 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后导致幼虫化蛹延迟 ， 抑制

中肠的程序性细胞死亡 ， 以及抑制 了 应答 ２０Ｅ 基 因和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 。 ２ ０Ｅ 诱

导 ＳＴＩＭ １ 发生聚集并迁移到 内 质 网 －质膜结合处通过 ＳＯＣＥ 介导 Ｃａ
２＋

内流 。 ＳＴＩＭ １

在棉铃虫组织中 以磷酸化形式存在 。 ２ ０Ｅ 经 由 ＧＰＣＲ ，ＰＬＣ ，ＩＰ ３ 和 ＰＫＣ 介导 的信

号传导途径促使 ＳＴＩＭ ｌＳｅｒ４ ８ ５ 发生磷酸化 。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促进了ＳＴＩＭ １ 的 聚集

以及 ＳＯＣＥ 。 阐 明 了ＳＴ ＩＭ １ 应答 ２ ０Ｅ 信号促使 Ｃａ
２＋

内流引起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 。

科学意义

阐 明 了２ ０Ｅ 上调 ＰＫＣ５ 的表达 ， 促进 ＥｃＲＢ ｌ 磷酸化 ， 从而促进 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转

录复合体形成 ， 促进 ２ ０Ｅ 途径基因表达及细胞凋亡 ， 完成变态发育 ， 深化了对 ２ ０Ｅ

基因组信号途径 的 了解 。 阐 明 了２０ Ｅ 通过 ＧＰＣＲ 介导 的非基因组途径诱导 ＳＴＩＭ １

磷酸化并发生聚集 ， 通过 ＳＯＣＥ 促进胞 内 Ｃａ
２ ＋

的増加 ， 从而促进细胞凋亡 ， 丰 富 了

２０Ｅ 非基因组途径诱导钙离子 内 流的知识 。 全文深化和巩 固 了蜕皮激素通过膜受体

和核受体共 同调控 昆虫的变态发育的基本模型 。 为害虫防治提供 了新的靶标基因 。

关键词 ： 棉铃虫 ； 蜕皮激素 ２０Ｅ
； 蛋 白激酶 Ｃｄｅ ｌｔａ ； 细胞凋亡 ；

Ｃａ
２＋

；ＳＴＩＭ １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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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ＢＳＴＲＡＣＴ

Ｂ ａｃｋｇｒｏ ｕｎｄ ，
ｓ 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

ｑｕｅ ｓ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ｅ

Ｄ ｕｒ 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
，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（

２０Ｅ
）ａｎｄｊｕｖｅｎ ｉ ｌ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（

ＪＨ
）

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ｖｅ ｌｙ
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ｔｈｅｍｏ ｋ ｉｎｇ

ａｎｄｍｅｔａｍｏｒｐ
ｈｏｓ ｉｓ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ｉｎｓｅｃｔｓ ．ＪＨｈａ ｓｈ ｉｇ

ｈｅｒ

ｔ ｉｔｅｒｄｕｒ ｉｎ
ｇ

ｆｅｅｄ 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，ｗｈ ｉｃ 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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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 ｉｇｈｅｒｔ ｉ ｔｅｒ ｉｎｍｏ ｌｔ ｉｎ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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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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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ｗｈ ｉｃ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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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ｉｎｃ ｌｕｄ ｉｎｇ 

ｔｈｅａｐｏｐ
ｔｏｓ ｉｓｏ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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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ｔｈｅｍ ｉｄｇｕ

ｔｏｆ

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ｅａｒｅｃｏｍｐ ｌｅ ｔｅ ｆｙｄｅｇｒａ ｄｅｄａｎｄｄ ｉｓａ
ｐｐ

ｅａｒｅｄ ．Ａｓｅｒ ｉｅ ｓｏｆｓ ｉ
ｇｎ
ａ ｌｔ ｒａｎｓ ｄｕｃｔ ｉｏ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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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ｓｅｃ ｔｓ ．Ｔｈｅ２０Ｅ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ｐａ ｔｈｗａｙｐ
ｌａｙｓａｋｅｙ

ｒｏ ｌｅ ｉｎ
ｐｒ ｏｍｏ ｔ ｉｎｇ ｌａｒｖａ ｌ

ｔ ｉｓ ｓｕｅａｐｏｐ
ｔｏｓ ｉｓ ．２０Ｅｈａｓａｌｓ ｏｂｅｅｎ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 ｄ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ｂｎ－

ｇｅｎｏｍ ｉｃ

ａｎｄ
ｇｅｎｏｉｎ ｉｃ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．

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ｅＣ
（
ＰＫＣ

） ， 
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 ｔｈｅｓｅｒ ｉｎｅ／ｔｈｒｅｏｎ ｉｎｅ

ｐｒ ｏ
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ｅｓｕｐｅ

ｒｆａｍ ｉ ｌｙ，

ｃ ａｎ
ｐ

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
ｐ
ｈｏｓｐ

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ｍｕ ｌｔ ｉ

ｐ ｌｅ
ｐｒｏ ｔｅ ｉｎｓａｔｔｈｅｓｅ ｒ ｉｎｅｏｒｔｈｒｅｏｎ ｉｎｅｓ ｉｔｅｓａｎｄ

ｐａ ｒｔ ｉｃ ｉ

ｐ
ａｔｅｉｎａｖａｒ ｉｅ ｔｙ

ｏｆ ｃｅ ｌ ｌｕ ｌａ ｒｍｅ ｔａｂｏ ｌ ｉｃａｃｔ ｉｖ ｉｔ ｉｅｓ ．ＰＫＣａ ｌｓｏ
ｐ ｌａｙｓａｋｅｙ

ｒｏ ｌｅｉｎ ｉｎｓｅｃｔ

２０Ｅ －

ｉｎｄｕｃｅｄｇ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

ｐｔ ｉｏ ｎ ．Ｔｈ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ｅ ｌ ｌｃｙｃ ｌｅ
－

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
ｐ

ｒｏｔｅ ｉｎ

ｋ ｉｎａｓｅ １ ０（
ＣＤＫ １ ０

）ｂｙＰＫＣ
－ｍｅｄ ｉａｔｅ ｄｓｕｐｅｒｏｘ ｉｄｅｖａ ｌｖｅｐｒｏ ｔｅ ｉｎ（

Ｕ ＳＰ
）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ｓ

２０Ｅ－

ｉｎｄｕｃｅｄｇｅｎ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ｓｅｃ ｔｍｅ 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ｓ ．Ｈｏｗｅ ｖｅｒ
，

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

ｔｙｐｅｓｏｆ ＰＫＣｉｎ ｔｈｅｂｏｄｙ ，
ａ ｎｄｉｔ ｉｓｎｏ ｔ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ａ ｌ ｌｙ

ｒｅｐｏｒｔｅ ｄｗｈ ｉｃｈ ＰＫＣ ｉｓ

ｉｎｖｏ ｌｖｅｄ ｉｎｔｈ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
ｔｈｅ２０Ｅ

ｐａ
ｔｈｗａｙ．

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ｉｏｎａｃｔｓ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ａｃｅ ｌｌｕ ｌａｒｓｅｃｏｎｄｍｅｓ ｓｅｎｇｅ ｒａｎｄｉｓｃ ｌｏ ｓｅ ｌｙｒｅ ｌａｔｅ ｄｔｏ

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 ．Ｈ ｉ
ｇｈｃ 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ｉｏｎｓｌｅａｄｓｔｏｔｈｅ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ｓｏｆｍ ｉ ｔｏｃ ｈｏｎｄｒ ｉａ

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ｆ
ｐ

ｒｏ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ｅＣ
（
ＰＫＣ

）
ａｎｄｄｏｗｎｓ ｔｒｅａｍｅａｓｐａ ｓｅ

－

３ ．Ｄ ｕｒ ｉｎｇ
ｔｈｅ

３





山 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


ｍｅ ｔａｍｏｒ
ｐ
ｈ ｉｃｄｅ 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

，２ ０Ｅｒａｐ ｉｄ 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ｃａｌｃ ｉｕｍ

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ｏｎ
－

ｇｅｎｏｍ ｉｃ
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， ｉｎｃ ｌｕｄ ｉｎｇ

ｔｈｅｒｅ ｌｅａｓｅｏｆｃａｂ ｉｕｍａ ｎｄｔｈ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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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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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ＳＴＩＭ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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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ｈ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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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

ａｐｏ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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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ｎ２０Ｅ
？ 
ｗｅｆｕｒｔｈｅ ｒ

ｃ ｌａｒ ｉｆｙ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ｎｏｎ－

ｇｅ ｎｏｍ ｉｃ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ｎ－

ｇｅ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

ｇｅｎｏｍ ｉｃ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ｏｆ  ｉｎｓｅｃ ｔｅｃｄｙｓｔｅｒｏ ｉｄｓ ．

Ｒｅ ｓ ｕ ｌ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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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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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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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 ，ａｎｄ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ｈ ｔｅｄｔｈｅｅｘｐｒ 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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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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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７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ｅｘｅｃｕｔｏｒｓｃａｓｐａｓ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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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ｈｒｅ ｏｎ ｉｎｅｒｅ ｓ ｉｄｕｅａｔ
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１ ３ ４３ｏｆＰＫＣ Ｓｗａｓ

ｐｈｏｓ ｐ
ｈｏｒｙ ｌａｔｅ ｄａｎｄｗａｓｃｒ ｉｔ ｉｃａ ｌｆｏｒｉｔｓ

ｐｒｏ
－

ａｐｏｐ ｔｏ ｔ ｉｃ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．Ｏ ｖｅｒ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ＫＣ Ｓｃａｔａ ｌｙｔ ｉｃｄｏｍａ ｉｎ ｗａ ｓｌｏｃａ ｌ ｉｚｅｄｔｏｔｈｅ

ｎｕｃ ｌｅ ｉ ｉｎＨａＥ ｐ
ｉｃｅ ｌ ｌｓ

，ｗｈ ｉｃ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ａ ｓｐａ ｓｅ
－

３ａｃ ｔ ｉｖ ｉｔｙ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 ．ＰＫＣＳｄ ｉｒｅｃｔ ｌｙ

ｐｈｏｓ 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ｅ ｄａｔｈｒｅｏｎ ｉｎｅｒｅ ｓ ｉｄ ｕｅａｔ
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４６ ８ ｉｎｔｈｅａｍ ｉｎｏａｃ ｉｄｓｅ ｑｕｅ ｎｃｅｏ

ｆ ＥｃＲＢ １ ，

Ｔｈｅｐｈｏｓ ｐ
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ＥｃＲＢ ｌｗａｓｃ ｒ ｉｔ ｉｃａ ｌｆｏｒ ｉ ｔｓｈｅ ｔｅｒｏｄ ｉｍｅｒｆ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ｗ ｉ ｔｈｔｈｅ

ＵＳＰ １
ｐ

ｒ ｏｔｅ ｉｎａｎｄｆｏｒｂ ｉｎｄ ｉｎｇ
ｔｏｔｈｅ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ｅ

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ｕｇｇｅ ｓ ｔｅｄｔｈａｔ

２０Ｅｕｐｒｅ ｇｕ ｌａｔｅ ｓＰＫＣ８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ｔｏｒｅ ｇｕ ｌａ ｔｅＥｃＲＢ ｌ
ｐ

ｈｏｓ
ｐ
ｈｏｒｙ

ｌａｔ 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

ｔｒａｎｓｃ ｒ
ｉｐ

ｔ ｉｏｎｃｏｍｐ ｌｅｘ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
，

ａ
ｐｏｐ

ｔｏｔ ｉｃｇ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ｃ ｒ＾ｒｔｆｏｎａｎｄａｐｏｐ
ｔｏｓ ｉｓ ．

２０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ｄｔｈｅｅ 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ｆ ＳＴＩＭ １ｔｈ ｒｏｕｇｈＧＰＣＲｓ
（
ＥｒＧＰＣＲ －

１ａｎｄＥｒＧＰＣＲ－２
）

ａｎｄｎｕｃ ｌ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
ｐ

ｔ ｉｏｎｆａｃ ｔｏｒｓ（
ＥｃＲＢ ｌａ ｎｄＵ ＳＰ １

）ｄｕｒ ｉｎｇｍｅ 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ｓ ．２０Ｅ

ｐｒｏｍｏｔｅ ｄＥｃＲＢ ｌｂ ｉｎｄ ｉｎｇ
ｔｏＥｃＲＥｔｏｒｅｇｕ ｌａ ｔｅＳＴＩＭ１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 ．Ｋｎ ｃｘ： ｋｄ ｏｗ ｎｏｆＳＴ ＩＭ ｌ

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ｉｎ ｌａｒｖａｅｃａｕｓｅｄ
ｐ

ｕｐａ
ｔ ｉｏｎｄｅ ｌａｙ，ｐｒｅ ｖｅｎ ｔｅｄ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

ｔ ｉｏｎｏｆ ｌａｒｖａｅｍ ｉｄｇｕｔ

ｆｒｏｍ ｉｍａ
ｇ

ｉｎａ ｌｍ ｉｄｇｕ ｔａｎｄｓｕｐｐ ｒｅ ｓ ｓｅｄ２ ０Ｅ －

ｉｎｄｕｃｅｄ
ｇｅ ｎｅｔｒａｎｓｃ ｒ ｉｐ ｔ ｉｏｎ ．ＳＴＩＭ １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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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ａｒｖａｅｍ ｉｄｇｕｔｄｕｒ ｉｎｇ
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

ｉｓａｎｄ
ｐａｒ ｔ ｉｃ ｉ

ｐａｔｅｄｔｈｅａ ｐｏｐ
ｔｏｓ ｉｓｏｆ  ｌａｒｖａｅｍ ｉｄｇｕｔ ．２０Ｅ

ｉｎｄｕｃｅ ｄＳＴＩＭ １ｔｒａｎｓ ｌｏｃａｔ ｉｏｎｔｏＥＲ－ＰＭ
ｊ
ｕｎｃ 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ｃ ｌｕｓｔｅｒｅ ｄ ｉｎｔｏｐｕｎｃｔａ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

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ｘ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ＯＣＥ ．ＳＴＩＭ １ｗａｓ
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 ｉｓ ｓｕｅｓｏｆＫ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．

２０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ＫＣ
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ｅ ｄＳＴＩＭ １ａｔＳｅ ｒ４ ８ ５ｔｈｒ ｏｕｇｈＧＰＣＲ

，
ＰＬＣａｎｄＩＰ ３Ｒ ．Ｔｈｅ

ｐｈｏｓ ｐｈｏｒｙ
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ＳＴＩＭ １

ｐ
ｆｅｙ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 ｔ ｒｏｔ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ＴＩＭ １

ｐｕｎｃｔａａｎｄ

ＳＯＣＥ ．Ｔｈｅ ｓｅｒｅｓｕ 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
ｔｔｈａｔ２０ＥｖｋＧＰＣＲｔｏ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ＰＫＣ

ｐｈｏｓ 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

ＳＴＩＭ １ｔｏ
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ａ ｌｄｕｍ ｉｎｆｌｕｘａｎｄ２〇Ｅ ＿

ｉｎｄｕｃ 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 ．

Ｓｃ ｉｅ ｎｔ ｉｆｉｃ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ｓ

Ｔｈ ｉｓｓｔｕｄｙｃ ｌａ ｒ ｉｆｉｅ ｄｔｈａｔ２ 〇Ｅｕｐ
－

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ｏｆＰＫＣ８
，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ｔｈｅ

ｐ
ｈｏｓ ｐ

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ＥｃＲＪＢ ｌ
， ｐｒｏｍｏ ｔｅ 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

ｐ
ｔ ｉｏｎｃ ｏｍｐ ｌｅｘ

，

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ｔｈｅ２０Ｅ
ｐ

ａｔｈｗａｙ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
，ｃｏｍｐ ｌｅｔｅ ｓｔｈ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

ｈｏｓ ｉｓ

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
， 
ａｎｄｄｅｅ ｐｅ

ｎｓｔｈｅｕｎｄｅ 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
ｏｆ ２０Ｅ

ｇｅ ｎｏｍ ｉｃｓ ｉｇｎａ ｌ

ｐａ
ｔｈｗａｙ．Ｉｔｈａ ｄｂｅｅｎ

ｄｅｍｏ ｎｓ 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２ ０Ｅ ｉｎｄｕｃｅｓＳＴＩＭ １ｐ
ｈｏｓ ｐ

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 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

ＧＰＣＲ－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ｎｏｎ－

ｇｅｎｏｍ ｉｃｐａｔｈｗａｙｓ
，ｐｒｏｍｏ ｔｅｓ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Ｃａ

２＋

ｉｎｃ ｒｅａ ｓｅｔｈｒ ｏｕｇｈＳＯＣＥ ，ａｎｄｕｐ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
ｉｏｎｏｆ ＰＫＣＳｔｏ

ｐｒｏｍ ｏｔｅ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 ．

７

ｅｎｒ ｉｃｈｅ ｄｔｈｅ２０Ｅｎｏｎ－

ｇｅ ｎｏｍ ｉｃ
ｐａ

ｔｈｗａ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ｉｎｆｌｕｘ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．Ｔｈｅｆｕ ｌ ｌｔｅｘｔ

ｄｅｅｐｅ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ｏ ｌ ｉｄａｔｅｓｔｈｅｂａｓ ｉｃｍｏｄｅ ｌｆｏｒｔｈｅ２ ０Ｅｔｏｒｅ ｇｕ ｌａ ｔｅｔｈｅｍｅ ｔａｍｏ ｒ
ｐｈ ｉｃ

ｄｅｖｅ ｌｏ
ｐｍｅ ｎｔｏｆ  ｉｎｓｅｃ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ａｎｄｎｕｃ ｌｅａｒｒｅｃｅ ｐｔｏｒｓ ．Ｐ ｒｏｖ ｉｄｅｓｎｅｗ

ｔａｒｇｅｔｇｅｎｅ ｓｆｏｒｐｅｓｔｃｏｎｔｒｏ ｌ ．

Ｋｅｙｗｏ ｒｄｓ ：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；２０ －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 ｏｎｅ
；ｐｒｏ

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ｅＣｄｅ ｌｔａ
；

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
；Ｃａ

２＋

；
ＳＴＩＭ １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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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号说明

缩略语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

２０Ｅ ２０－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２０－？基蜕皮酮

ＢＬＡＳＴＢａｓ ｉｃｌｏｃａ ｌａ 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 ｌ序列 比对工具

ＢＣ ＩＰ ５
－

ｂｒｏｍｏ
－４－

ｃｈ ｌｏｒｏ
－

３
－

ｉｎｄｏ ｌｙ
－

ｐ
ｈｏｓ ｐｈａ ｔｅ ５

－溴－４－氯 －

３』引噪鱗酸盐

ｂ
ｐ ｂａｓｅ

ｐａ
ｉｒ 碱基对

ｃＤＮＡ ｃｏ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ＮＡ互补ＤＮＡ

ＤＡＰ Ｉ４－

６
－ｄ ｉａｍ ｉｄ ｉｏｎ－ ２－

ｐ
ｈｅｎｙ

ｌ ｉｎｄｏ ｌｅ ４
，
６
－二脒基－２－苯基吲 哚

ｄ ｉｈｙｄｒｏｃｈ ｌｏｒ ｉｄｅ

ＤＭＳＯｄ ｉｍｅ ｔｈｙ 

ｌｓｕｆｏｘ ｉｄｅ二 甲基亚砜

ＤＭＦＮＪｓｆ
－ｄ ｉｍｅ ｔｈｙ 

Ｉ ｆｏｒｍａｍ  ｉｄｅＮ
，
Ｎ－二 甲基甲酰胺

ＤＰＢＳ ｄｕ ｌｂｅｃｃｏ
’

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ｓａ ｌ ｉｎｅ杜 氏鱗酸盐缓冲液

ｄｓＲＮＡｄｏｕｂ ｌｅ
－

ｓ ｔｒａｎｄｅｄＲＮＡ双链ＲＮＡ

ＥｃＲＥｃｄｙｓ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銳皮激素受体

ＥＤＴＡ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 ｉａｍ ｉｎｅｔｅｔｒａ
－

ａｃｅｔ ｉｃａｃ ｉｄ己二胺四 乙酸

ＥＧＴＡ ｅ ｔｈｙ ｌｅｎｅｂ ｉｓ ｔｅ ｔｒａ－

ａｃｅｔ ｉｃａｃ ｉｄ乙二醇双四 乙酸

Ｅ ． ｃｏ ｌｉＥｓｃｈｅｒ ｉｃｈｉａｃｏ ｌｉ 大肠杆菌

ＥｘＰＡ ＳｙＥｘｐｅｒｔ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Ａｎａ＾ｓ ｉｓＳｙｓｔｅｍ专业蛋 白质分析系统

ＦＢ ＳＦａｔａ ｌＢ ｏｖ ｉｎｅＳｅｒｕｍ 胎牛血清

ＧＰＣＲＧ－

ｐ
ｒｏｔｅ ｉｎ－

ｃｏｕｐ
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 蛋 白偶联受体

ｈ ｈｏｕｒ 小时

ＨａＥｐ ｉｅ
ｐ ｉｄｅ ｒｍａ ｌｃ ｅ ｌｌ 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棉铃虫表皮细胞系

ａｒｍｉｇｅｒａ

ＨＲ３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ｃｅｐ
ｔｏｒ３ 激素接受子３

ＩＰＴＧ ｉｓｏｐ
ｒｏｐ

ｈ
ｙ 

ｌｔｈ ｉｏ
－

ｐ
－Ｄ－

ｇａ  ｌａｃｔｏｓ 
ｉｄｅ异丙基硫代 －

ｐ
－Ｄ －半乳糖昔

ＪＨ ｊ
ｕｖｅ ｎｉ ｌｅｈｏｒｍｏｎｅ 保幼激素

ｋＤａｋｉｋｘｌａ ｌｔ ｏｎ 千道尔顿

ＬＢＬｕｒ ｉａ
－Ｂｅｒｔａｎ ｉｍｅｄ ｉｕｍ Ｌｕｒ ｉａ

－Ｂｅｒｔａｎｉ
培养基

ｍｉｎｍ ｉｎｕｔｅ 分钟

ｍＲＮＡｍｅ ｓ ｓａｇ
ｅｒＲＮＡ 信使ＲＮＡ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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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ＢＴＮ ｉｔｒｏＢ ｌｕｅＴｅｔｒａｚｏｌｉｕｍＣｈｌｏｒｉｄｅ氯化硝基四氮哩兰

ＰＢ 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
－ｂｕｆｆｅｒｓａＨｎｅ 磷酸缓冲盐溶液

ＰＣ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ｌｄｅａｔｈ 细胞程序性死亡

ＰＣＲ ｐｏｌ
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 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聚合酶链式反应

ＰＫＣＰｒｏ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ｅＣ 蛋 白徼酶Ｃ

ＰＭＳＦＰｈｅｎｙｌｍｅｔｈｙ ｌｓ ｕ ｌｆｏｎｙ
ｌｆｌｕｏｒ ｉｄｅ苯甲基磺醜氟

ｑＲＴ
－ＰＣＲｑｕａｎｔ 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ａ ｌｔ ｉｍｅＰＣＲ实时定量ＰＣＲ

ＲＮＡ ｉＲＮＡ 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ＮＡ干扰

ｒｍｐ 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ｓｐｅｒｍｉｎｕｔｅ转每分钟

ＲＯＣＲｅｃｅｐｔｏｒ
－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Ｃａｌｃ 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受体操纵的Ｃａ

２＋通道

ＲＴ－ＰＣＲ ｒｅｖｅ 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 ｒ ｉｐ
ｔｉｏｎＰＣＲ反转录ＰＣＲ

ＳＤ Ｓ
－ＰＡＧＥＳＤ Ｓ

－Ｐｏ ｌｙａｃ ｒｙ ｌａｍ ｉｄｅＧｅ ｌＥ 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
ｒｅ ｓ ｉｓ ＳＤ Ｓ

－聚丙爆酰胺凝胶电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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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前言

１ 激素调控 昆虫变态发育 的概述

昆虫种类繁多 ， 形态各异 ， 是 目 前地球上数量最 多 的动物类群 。 昆虫在 发育过

程有着 明显的形态变化 ， 多数昆虫的幼虫与 成虫形态不
一

致 。 昆虫 的表皮硬化后就

不再生长 ， 随着昆虫的生长发育 ， 表皮外骨骼限制 了体 内 组织的生长 ， 需经
一

系列

蜕皮过程发育成成虫 。 根据昆虫发育 的形态变化情况 ， 分为不完全变态 昆虫和完全

变态昆虫 。 不完全变态的特征是幼体与成虫在体形 、 习 性及栖息环境等方面都很相

似 ， 只 有成虫 的翅和性器官发育成熟而幼虫没有 。 渐变态幼虫特称为若虫 ， 包括直

翅 目 、 等翅 目 、 半翅 目 等 。 全变态是指 昆虫 的生活史包含四 个典型 时期 ， 即卵 ， 幼

虫 ， 踊 和成虫 。 其幼虫与 成虫在形态 、 器官 发育各方面都不 同 。 包括鱗翅 目 、 双翅

目等 。

昆虫的生长发育 以及蜕皮和变态受两种激素 的共 同调控 ， 分别是类 固醇类蜕皮

激素 ２ ０－轻基税皮酮 （
２ ０Ｅ

）
和倍半蔽类保幼激素 Ｊ ｕｖｅｎ ｉ ｌ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（

ＪＨ
）
。 銳皮激素

２０Ｅ 主要作 用于幼虫组织 ， 起始蜕皮的 发生 。 目 前也有报道称 ２ ０Ｅ 能够促进成虫组

织的生长 （
Ｆｕ

ｊ
ｉｎａ ｇａ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 １ ７
）

。 保幼激素 ＪＨ 主要主要在取食期存在 ， 促进生长 。

两种激素在 昆虫体 内 以
一

种浓度依赖 的方式相互拮抗 。 以烟草天蛾为例 ， 在幼虫生

长的 ４ 龄期 ， ＪＨ 滴度较高 。 从 ４ 龄到 ５ 龄的蜕皮过程 中 ， Ｊ Ｈ 滴度降低而 ２ ０Ｅ 滴度

升高 。 进入 ５ 龄幼虫后 ＪＨ 滴度再次升高 ， 之后逐渐降低 。 而 ２０Ｅ 滴度则先下 降然

后再随幼虫发育逐渐升高 。 并在预蛹期与 ＪＨ 同 时升高 ， 两种激素共同决定 了变态的

发生
（
Ｚｈｏｕｅｔ ａ ｌ ．

，１ ９９８
）

。

ＬＡＲＶＡＬｕ
ｑ
ｃＬＡＲＶＡＬＷＡＮ ＤＥＲ Ｉ ＮＧ ＰＵＰＡＬ

ＥＣＤＹＳ ＩＳ ＥＣＤＹＳ ＩＳ
ＷＡＮ ＵｔＨ Ｉ Ｎｔ．

 ＥＣＤＹＳ Ｉ Ｓ

ｔ？
？Ａ

Ｉ ＾Ａ ^

， １２３４
，

０ １２３ＷＯＷ １Ｗ２Ｗ３Ｗ４

ｈ ４ ｔｈ
 

５ ｔｈ


Ｈ

图 １ ． １ ？ 烟草天蛾生长发育过程中 ２０Ｅ 和 ＪＨ 的滴度 （
Ｚｈ ｏｕｅ ｔａＬ

，
１ ９９８

）
。

Ｆ ｉ
ｇｕ ｒｅ１ ． １ ．Ｔｈ ｅｔ ｉ ｔｅ ｒｓｏｆ ２０Ｅａｎ ｄＪＨ ｉｎＭａｎｄｕ ｃａｓｅｘｔａ

（
Ｚｈ ｏｕｅ ｔａ ｌ ．

，１ ９９８ ）
．

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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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２ ０Ｅ 调控 昆虫变态发育

昆虫中类固醇激素蜕皮激素 以及它的 活化形式 ２０Ｅ起始昆虫 的蜕皮和变态 （
Ｌ ｉｕ

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５ｂ
）

。 而 ＪＨ 决定幼虫蜕皮的方向 ， 幼虫蜕皮还是变态蜕皮 。 高浓度的 ２ ０Ｅ

弓 丨起基因表达促使变态 的发生 （
Ｒ ｉｄｄ ｉｆｏ ｒｄ

， １ ９９ ６
）

。 在 昆虫变态发育 中 ， ２ ０Ｅ 与 ＪＨ 协同

作用通过诱导
一

系列基因 的表达调控 昆虫的发育和变态 （ 图 １ ． ２ ） 。

 ２〇Ｅ

４  Ｌ

＞｜
ｒ

／

Ｍ ｅ ｔ／Ｇｃｅ ｉ ＥｃＲ／ＵＳ Ｐ

ｌ／ ｌ
４ｒ ／１

Ｋ ｒ
－

ｈ ｌ


｜
？ｒ－Ｃ Ｅ ７Ｓ

９ Ｅ９３

｜

ＪＨ１Ｉ

Ｏｒ
ｇａ ｎＳｕｅＳｐｏｋ ＾ Ｄｉｂ ％ 

Ｓａｄ

＼ ／
Ｅｃｄｙｓｏｎｃ

图 ｌ ． ２ ． 果蝇环状腺中 ２０Ｅ 和 ＪＨ 的合成调控示意图 （
Ｌ ｉｕｅ ｔａ ｌ ．

，
２〇 ｌ ８

）
。

Ｆ ｉ
ｇｕ ｒｅ１ ． ２ ．Ｓｙｎ ｔｈｅ ｔ ｉ ｃＲｅｇｕ ｌａ ｔｉｏｎｎｅ ｔｗｏ ｒｋｏｆ ２ ０Ｅ ａｎｄＪ Ｈ ｉ 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Ｒｉ ｎｇ

Ｇ ｌａｎ ｄ
（
Ｌ ｉｕｅ ｔ

ａ ｌ ．
，

２０ １ ８
）

．

２ ． １ ２ ０Ｅ 的合成

在 １ ９２２ 年 ， Ｓ ｔｅ ｐ
ｈａ ｎＫｏｐｅｃ 首次发现 昆虫脑部 释放 的促前 胸腺激素 ＰＴＴＨ

（ｐ
ｒｏｔｈｏｒａｃ ｉｃ ｏｔｒ ｏｐ

ｉｃｈｏｒｍ ｏｎｅ
）
可以调控蚊皮和变态 （

Ｋ ｏｐｅｃ ， １ ９２ ２
）

。 随后从家蚕和烟

草天蛾中 也鉴定到 了这种蛋 白 。 在 １ ９ ９ １ 年 ， 从家蚕脑中分离到 了ＰＴＴＨ 并确定 了其

一

级结构 （
Ｋａｔａ ｏｋａ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１ ９ ９ １

）
。 家蚕的 ＰＴＴＨ 包含 ２２ ４ 个氨基酸残基 ， 携带有 ３ 个

蛋 白酶切割位点 。 切割后的 ＰＴＴＨ 含 １ ０ ９ 个氨基酸 。 ＰＴＴＨ 在脑 中合成后释放并作

用于前胸腺 Ｐ Ｃｓ 。 幼虫 ＰＧ ｓ 受到刺激后合成蜕皮激素最终在血淋巴 中加上 ２０－羟基

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 ２０Ｅ
（
Ｇ ｉ ｌｂｅｒｔ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１ ９９ ７
）

。 此外研宄发现 ＰＴＴＨ 可以 与细胞膜上

的 Ｇ 蛋 白偶联受体 （
ＧＰＣＲ

） 结合行使功能 （
Ｇ ｉ ｌｂｅｒｔ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２ ００２

）
。 在变态期的烟草天

１ 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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蛾中发现 ， ＰＧｓ 中 的 ＰＴＴＨ 能够增加胞内 Ｃａ
＞浓度 ， 活化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（

ＥＲＫ
）

以及提高ｃＡＭＰ的含量 （
Ｆｅ ｌ ｌｎｅ ｒ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 ０ ０５

；
Ｇ ｉ ｌｂｅｒｔ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２ ００ ２

）
〇ＰＴＴＨ通过

一

系 列信

号转导促使 ＰＧｓ 合成并分泌蜕皮激素 ， 最终形成 ２０ Ｅ 。 ２ ０Ｅ 的分子结构与人类 的雌

激素非常相似 （ 图 Ｕ ） 。

图 １ ． ３ ．２０Ｅ 与雎激素的分子结构 。

Ｆ ｉｇ ｕ ｒｅ ｌ ． ２ ．Ｍｏ ｌｅ ｃｕ ｌａ ｒ Ｓｔ ｒｕ ｃｔ ｕ ｒｅｏｆ ２０Ｅａ ｎ ｄＥｓ ｔ ｒｏｇｅ
ｎ ．

２ ．２２ ０Ｅ 的基因组途径

２０Ｅ 作为
一

种脂溶性的小分子可以通过 自 由 扩散进入细胞 ， 与核受体 ＥｃＲ 结合

后 引起
一

系列基 因的转录和表达 。 在细胞核 中 ＥｃＲ 通过与超气 门蛋 白 Ｕ ＳＰ 结合形成

转录复合体发挥转录功能 （ 图 １ ．４ ） 。 形成的转录复合体结合在蜕皮激素受体应答元

件上 （ ＥｃＲＥ ） ， 从而启 动下游基因转录 。 包括 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 ｃｅｐｔ ｏｒ（ ＨＲ ３ ） ， Ｂ ｒｏａ ｄ（ Ｂ ｒ ） ，

Ｅ９ ３ ，Ｅ ７５ ，Ｈｓｃ ７０等下游基因 。
（
Ｌ ｉｕ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５ｂ

；
Ｚｈｅ ｎｇ

ｅｔ ａ ｌ ．

＊
２０ １ ０

； 
Ｚｈｏｕｅｔ ａ Ｌ

，

１ ９９ ８
）

Ｅ ｃＲ －Ｂ ｌ ．ＵＳＰ ｌ ．Ｎ ｌ ＣＬ

ＩＲａｎ ．Ｆ ７５Ｂ ．ＢＲ －ＣＺ２ ．

ＨＨＲ３ ． Ｈａ
－ｃ ｌＦ ５Ｃ

图 １ ． ４ ． 棉铃虫中 ２０Ｅ通过基因组途径调控基因表达模式图 （
Ｈｅｅ ｔ ａ 丨 ．

，
２０ １ ０

）
。

Ｆ ｉｇｕ ｒｅ１ ． ４ ．２０Ｅｒｅｇｕ ｌａ ｔｅ ｓｇｅｎｅｅ ｘｐ 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ｐａ ｔ ｔｅ ｒｎ ｓｔｈ ｒｏｕ ｇｈｇｅｎ ｏｍ ｉｃ
ｐａ ｔｈｗａｙｓｉ ｎ

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（
Ｈｅｅ ｔ ａ ｌ ．

， 
２０ １ ０

）
．

１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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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．２ ． １２０Ｅ 的核受体 ＥｃＲ 与超气 门蛋白 ＵＳＰ

ＥｃＲ 与 ＵＳＰ 以异源二聚体的形式存在于细胞核中起始 ２０Ｅ 信号途径的基因转

录 。 ＥｃＲ 与 Ｕ ＳＰ 的结构包括 ＡＢ 域 （ 转录激活区 ） ， Ｃ 域 （ＤＮＡ 结合区 ） ， Ｄ 域 （铰

链区 ） ， Ｅ 域 （配体结合区 ） 和 Ｆ 域 ， Ｆ 域单独存在于 ＥｃＲ 中 ， 用 以 区分 Ｕ ＳＰ
（
Ｃ ｌａｙｔｏｎ

ｅｔ ａｌ＿

，
２ ００ １

）
。 果蝇中 ＥｅＲ 两个启动子的交换剪切最终编码三个异构体 ＥｃＲＡ

，
ＥｃＲＢ ｌ

，

ＥｃＲＢ ２ 。 三种异构体具有不同 的组织分布 ， 功能也各 自 不同 （
Ｂ ｅｎｄｅｒｅｔａ Ｌ

， １ ９９７
；

Ｃ ｌａｙｔｏｎ ｅｔ ａ Ｌ
，
２００ １

）
。 ＥｃＲＡ 表达在成虫组织中 ， ＥｃＲＢ ｌ 表达在调亡的幼虫组织 中 。

通过不同 的异构体 ， ２０Ｅ 可 以在不同 的信号通路中调控不 同基因 的表达 ， 引起组织

之间的差异性 （
Ｓｃｈｕｂ ｉｇｅｒ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０３

）
。 在不结合 ＵＳＰ 的情况下 ， ＥｃＲ 也具有单独结

合 ２０Ｅ 的能力 （
Ｇｒｅｂｅｅｔ ａ ｌ＊

，
２００４

）
， 但是 ２０Ｅ 结合于 ＥｃＲ 能促使 ＥｃＲ／ＵＳＰ 复合体的

形成 ， 形成的复合体进
一

步增强了ＥｃＲ 与 ２０Ｅ 的结合 （
Ｙａｏｅｔ ａＬ

，
１９９３

）
。

昆虫中 ＵＳＰ 与脊椎动物的视黄醇同属
一

类 （
Ｙａｏ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１ ９９３

）
。 果蝇 中 的 Ｕ ＳＰ 目

前只鉴定到
一

个 ， 是维生素 Ａ 受体类似物 （
Ｈｅ ｎｒ ｉｃｈ ｅｔ ａＬ

，１ ９９０
）

。 ＥｃＲ／ＵＳＰ 转录复合

体与 ＥｃＲＥ 的结合依赖于 ２０Ｅ 。 在烟草天蛾中 鉴定到两种 Ｕ ＳＰ ，ＵＳＰ １ 和 ＵＳＰ２ 。 此

外在其他物种如埃及伊蚊 （
Ｗａｎｇ

ｅｔａ Ｌ
，２０００）

和赤拟谷盗 （
ＴａｎａｎｄＰａ ｌ ｌｉ

，
２００８

） 中 同

样鉴定到两种 ＵＳＰ ， 而 只有 ＥｃＲＢ ｌ 和 Ｕ ＳＰ １ 能够结合在 ＥｃＲＥ 上
（
Ｒ ｉｄｄ ｉｆｏｒｄｅｔａＬ

，

２００ ３
）

。 Ｕ ＳＰ 在 ２０Ｅ 信号途径中是必需的 ， 参与 ２０Ｅ 诱导 的基因转录及蜕皮 、 变态

过程 。 棉铃虫中的 ＵＳＰ １ 定位在细胞核中 。 抑制 Ｕ ＳＰ １ 的表达 ， ２０Ｅ 诱导 的基因表达

也被抑制 （
Ｚｈｅｎｇ

ｅｔ ａＬ
，
２０ １ ０

）
。

２ ．２ ．２ＨＲ３

ＨＲ３ 也是
一

种核受体超家族成员 ， 在 ＨＲ３ 的启动子区鉴定到 ＥｃＲＥ 序列可以结

合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复合体 ， 证明ＨＲ３受２０Ｅ的直接调控 （
ＬａｎｅｔａＬ

，１ ９９９
；Ｌ ｉｕｅｔａＬ

，

２０ １ ４ａ
）

。 ２０Ｅ 在不同发育阶段调控果蝇 ＨＲ３ 的表达 （
Ｋｏｅ ｌ ｌｅｅｔ ａ Ｌ

，
１ ９９２

）
。 ＨＲ３ 在 ２０Ｅ

信号早期有快速 的表达 ， 在烟草天蛾中 ２０Ｅ 在 １２ｈ 内快速上调 ＨＲ３ 的 ｍＲＡＮ 水平

至最高随后逐渐下降 （
Ｐａ ｌ ｌ ｉ ｅｔ ａ Ｌ

，１ ９９２
）

。 在果蝇 中 ＤＨＲ３ 直接上调 Ｐ
－ＦＴＺ －Ｆ １ 转录因

子的表达进而调控蜕皮变态 ， 而 Ｅ７５Ｂ 可 以结合 ＤＨＲ３ 从而抑制 了Ｐ
－ＦＴＺ－Ｆ １ 的转录

（
Ｈｏ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

，
１ ９９ ５

）
。 ＨＲ３ 在昆虫 中分布广泛 ， 在不 同物种 中均鉴定到它 的存在ＡＲ３

既可通过正反馈调控进
一

步加强 ２０Ｅ 的功能 ， 促使基因转录及幼虫变态 ， 也可 以通

过负反馈调控与 ２０Ｅ 结合终止 ２０Ｅ 信号 ， 使得 ２０Ｅ 在适当范围 内行使功能 。

棉铃虫的 开放阅读框长 １ ６６ ８ｂｐ ， 编码 ５５ ６ 个氨基酸 。 实验结果证 明棉铃

１ 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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虫中有 ５ 个 ＨＲ３ 异构体 。 其中 四个 （ １
－４ ） 在蜕皮期行使功能 ， 另外

一

个在幼虫发

育过程中没有明显变化 （
Ｚｈａｏｅｔ ａ ｌ ．

，２００４）
。

２ ．２ ．３ 变态起始因子 Ｂｒ

Ｂ ｒ 是
一

种 含 锌 指 结 构 的 转 录 因 子 ， 其 Ｎ 端 有
一

个 保 守 的 Ｂｒｏａｄ

Ｔｒａｍｔｒａｃｋ－Ｂｒ ｉｃ
－

ａ
－ｂｒａｃ（ ＢＴＢ ） 蛋 白相互作用结构域 ， 在 Ｃ 末端含有锌指结构域 ， 结

合 ＤＮＡ
（
Ｂａｙｅｒ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１ ９９ ７

）
。 在烟草天蛾 中鉴定到 ４ 种 Ｂｒ 亚型 ， 果媽中 鉴定到 ６ 中

（
ＺｈｏｕａｎｄＲ ｉｄｄ ｉｆｏｒｄ

， 
２ 〇０２

）
， 赤拟谷盗 中有５种亚型 （

Ｓｕｚｕｋ ｉ ｅｔａ Ｌ
，
２００８

；
Ｕｈ ｌ ｉｒｏｖａｅｔａ Ｌ

，

２００ ３
）

。 Ｂｒ 不同亚型存在组织及发育时期的特异性表达 （
Ｍｕｇａｔ ｅｔ ａ Ｌ

，

２０００
）

。 在果蝇

中 Ｂ ｒ
－Ｃ 特异表达在表皮中促使多 巴胺的合成来调控蛹表皮的发育 （

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ｍａｎｄ

Ｒｅ ｓｔ ｉｆｏ
，

１ ９９９
）

。 Ｂ ｒｚ－４与幼虫外表皮的形成有关 （
ＺｈｏｕａｎｄＲｉｄｄｉｆｏｒｄ

，２００ １
）
。

Ｂｒ
－Ｃ 已经在烟草天蛾和果蝇 中被证明参与 昆虫的变态过程 。 烟草天蛾的 Ｂ ｒ

－Ｃ

在早期变态中能够显著应答 ２０Ｅ 信号 （
ＺｈｏｕａｎｄＲ ｉｄｄ ｉｆｏｒｄ

，
２００ １

）
。 果蝇 中 ， 抑制 Ｂ ｒ

表达的同时抑制 了变态 的发生 （
Ｐａｒｔｈａｓａｒａｔｈｙ

ｅｔａ Ｌ
，
２００ ８

）
。 这些都说明 Ｂ ｒ

－Ｃ 在 ２ ０Ｅ

介导的昆虫变态过程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。 同时在赤拟谷盗中 ＪＨ 或其类似物通过抑

制 Ｂｒ
－Ｃ 从而抑制蛹向成虫的转化 （

ＫｏｎｏｐｏｖａａｎｄＪ ｉｎｄｒａ
，
２００ ８

）
。 在棉铃虫中鉴定到

的 ＢｒＺ ７ 参与 ２０Ｅ 信号途径引起变态 。 在生长阶段 ， ２０Ｅ 滴度较低 ， ＢｒＺ ７ 以磷酸化

形式存在 ， 而在变态期 ， 高浓度 ２０Ｅ 诱导表达 ＢｒＺ ７ ， 以非磷酸化形式发挥功能 （
Ｃａ ｉ

ｅｔａＬ
，
２０ １４ｂ

）
。

２ ．２ ．４叉头框蛋白Ｆｏｒｋｈｅ ａｄｂｏｘＯ（ ＦｏｘＯ ）

ＦｏｘＯ 属于叉头蛋 白转录因子超家族 。 在哺乳动物 中存在 ４ 种 ＦｏｘＯ（ １ 、 ３ 、 ４ 、

６ ） 。 目 前只 在 昆虫 中 只鉴定到
一

种 ＦｏｘＯ
（
Ｊｕｎｇｅｒ ｅｔａ Ｌ

，
２ ００３

）
。 胰岛素能够通过 Ｐｒｏｔｅ ｉｎ

ｋ ｉｎａｓｅＢ （ ＰＫＢ／ＡＫＴ ）诱导 ＦｏｘＯ 在胞质 中发生磷酸化来抑制 ＦｏｘＯ 的活性 （
Ｓａ ｌｔ ｉｅ ｌ ａｎｄ

Ｋａｈｎ
，
２００ １

） 

〇

果蝇中 ， 饲喂 ２０Ｅ 引起 ＦｏｘＯ 的核定位 （
Ｃ ｏ ｌｏｍｂａｎ ｉ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 ０５

）
。 在家蚕的蜕皮

变态期 同样发现 ２ ０Ｅ 上调表达 ＦｏｘＯ 并使其定位在细胞核中促进了脂肪酶 １ 的转录

表达 （
Ｈｏｓ ｓａ ｉｎ ｅｔ ａ Ｌ

，

２０ １ ３
）

。 果绳中 Ｆ ｏｘＯ 可以与 ＵＳＰ 相互作用介导蜕皮激素的合成

（
Ｋｏｙａｍａ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 １ ４

）
。 在棉铃虫中 ， ２ ０Ｅ 上调表达 ＦｏｘＯ ， 而在胰 岛素诱导下定位在

细胞质 中 。 ２０Ｅ 可以抑制胰 岛素诱导的 ＦｏｘＯ 磷酸化并促使 ＦｏｘＯ 定位在细胞核 （
Ｈｏｕ

ｅｔａｌ＿
， 
２ ０ １ ２ａ

）
。 ＦｏｘＯ 结合在 ＤＮＡ 上的 ＦｏｘＯ 结合元件 （ ＦｏｘＯＢＥ ） 上起始 ＢｒＺ７ 的转

录表达从而促使 昆虫蜕皮变态的发生 （
Ｃａ ｉ ｅｔ ａｌ ．

，２０ １ ６
）
。

１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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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． ３２０Ｅ 的膜受体途径

除了经典 的核受体途径 ， 近期 的研究结果证 明 ２ ０Ｅ 可以通过细胞膜上的受体 引

起信号级联反应 ， 最终促使不同基因 的转录 。 非基因组途径包括膜受体与配体 的结

合 ， 信号转导途径 中蛋 白 质 的定位变化 ， 翻译后修饰变化如磷酸化 、 乙酰化 ， 蛋 白

质 的相互作用 。 ２０Ｅ 的非基因组途径在介导 ２ ０Ｅ 信号 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 。

２ ０ Ｆ． 〇
Ａ

ｅ

Ｉ
＾＾

＼ Ｃｃ ｒ
－

Ｆ． ｒＣ ＰＣ ＦＷ ｙ
／
＾

＾＼ ＥＲ＋Ｃａｇ＾
＾

ｆ

＾Ｈ Ｔ－

ｔ
＞ ｐ

ｃ Ｃ？

２

ｃ ｈ ａ ｎ ｎｄ ｖ

＞ ｒＣ

？＿
！

；

：％ ？

？
〇

Ｓ

〇

＼

Ｉ Ｎ 〇 ｎｇ？．ｏｍ ｉｃ
Ｐ
？ｈ？ ａ ｖ

ｊ

Ｖ—＼
^

ｉｊｋｃｒ ｋ
￣

／

（ ： ？ ｎ ｏｍ ｉ ｃ
ｐａ ｔ ｌｍａ

》


』 ｊ ．

／

（ｋ＊

Ｂｃ  Ｉ ｒａ ｉ ｉ ｓ ｃ ｒ ｉ ｐ
ｔ ｉ ｏ Ｂ

Ｍ ｅ ｔａｍ ｏｒｐｈｏ ｓ ｉｓ

图 １ ． ５ ？ 棉铃虫中 ２ ０Ｅ 的非基因组途径 （
Ｌ ｉ ｕ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４ｂ

）
，

Ｆ ｉ

ｇｕ ｒｅ １ ． ５ ．ｔ ｈ ｅｎ ｏｎ
－

ｇｅ ｎｏｍ ｉ ｃ
ｐａ

ｔｈｗａｙ 
ｉｎＨ ． ａｒｍ ｉ

ｇｅ
ｒａ

（
Ｌ ｉｕｅ ｔ ａ ｌ ．

， 
２０ １ ４ｂ

）
．

２ ．３ ． １ＧＰＣＲ 参与 ２ ０Ｅ 信号途径

在哺乳动物中 ， 雌激素结合细胞膜上 的 ＧＰＲ３ ０ 调控胞 内 Ｃａ
２＋

的快速变化以及

ｃＡＭＰ 的 快速生成
（
Ｍａｇｇ

ｉｏ ｌ ｉｎ ｉａ ｎ ｄＰ ｉｃ ａ ｒｄ
，２ ０ １ ０

）
。 在家蚕 的丝腺细胞中 同样发现

ＧＰＣＲ 参与 ２ ０Ｅ 信号途径调控胞 内 Ｃａ
２＋促进细胞凋亡 （

Ｍａｎａ ｂｏｏｎ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０ ９

）
。 在果

喊的神经系统 中 也发现
一

种多 巴胺受体 Ｄ ｏｐＥｃＲ 能够结合 ２ ０Ｅ（
Ｓｒ ｉｖａ ｓｔａｖａｅｔ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０ ５
）
。 在棉铃虫 中 目 前 已经发现有两种 ＧＰＣＲ 参与到 昆虫的变态发 肓 ， 即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

和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２ 。 在表皮细胞系 以及幼虫中分别干扰两种 ＥｒＧＰＣＲ ，２ ０Ｅ 诱导的基 因表

达以及幼虫的变态发育均被抑制 ， 证 明并确定 了２ ０Ｅ 在棉铃虫中存在膜受体途径

（
Ｃａ ｉｅｔａｌ

，
２０ １４ａ

；Ｗａｎｇ
ｅｔａ ｌ

，２０ １ ５
） 

〇

ＧＰＣＲ 的激活过程是受体与配体结合活化 ， 脱敏和复敏 的动态平衡过程 。 ＧＰＣＲ

与配体结合以后激活 ， 之后会快速失活 ， 称为 ＧＰＣＲ 脱敏 。 脱敏过程有着
一

系 列蛋

白分子的参与 。 ＧＰＣＲ 的脱敏是对 ＧＰＣＲ 活化的
一

种重要 的反馈调节机制 ， 防止过

度刺激导致细胞信号的紊乱 （
Ｋ ｒｕｐｎ ｉｃ ｋａｎ ｄＢ ｅｎｏｖ ｉｃ

，１ ９ ９８
）

。 在棉铃虫中两种 ＧＰＣＲ

１ 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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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着不同 的脱敏机制 。 ２０Ｅ 通过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 和 ＰＫＣ 介导 ｐ
－

ａｒｒｅ ｓｔ ｉｎ１ 的磷酸化 ， 促使

ｐ
－ａｒｒｅ ｓｔｉｎ－１ 定位在细胞膜与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 相互作用来抑制 ２ ０Ｅ 信号 （
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

，

２０ １ ５
）

。 ２０Ｅ 上调 ＧＰＣＲｋ ｉｎａｓｅ
（
ＧＲＫ

）表达和磷酸化引 起 ＧＲＫ 向细胞膜迁移 ， 定位在

细胞膜上 的 ＧＲＫ －

２ 与 ＥｒＧＰＣＲ －２ 相互作用使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２ 失去活性 ， 从而抑制了２０Ｅ

信号 （
Ｚｈａｏ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６

）
。

２ ．３ ．２２ ０Ｅ 诱导蛋 白质磷酸化

在 昆虫中 ， ２０Ｅ 通过促使 ＥｃＲ／ＵＳＰ 的核转录复合体活化进而起始基 因转录 。 在

这个过程 中 ， 蛋 白质 的磷酸化十分重要 。 磷酸化的蛋 白质对于 ＥｃＲ／Ｕ ＳＰ 的核转录复

合体形成 以及复合体与 ＤＮＡ 上蜕皮激素应答元件 ＥｃＲＥ 的 结合都是不可或缺的 。 在

果绳中发现核转录因子 Ｕ ＳＰ 在 ２０Ｅ信号途径 中会发生磷酸化 （
Ｌ ｉｕ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 １ ４ｂ

；
Ｓｏｎｇ

ｅｔａＬ
，
２００ ３

）
。 在棉铃虫中 同样发现 ２０Ｅ 可 以通过磷脂酶 Ｃｇａｍｍａ（

ＰＬＣ ｙ ）诱导

ＵＳＰ １ 发生磷酸化促使 ＥｃＲＢ ｌ 与 Ｕ ＳＰ １ 的结合 ， 这种磷酸化受 ＰＫＣ 调控 （
Ｌ ｉｕｅｔａＬ

２０ １ ４ｂ
）

。此外 Ｕ ＳＰ １ 的 乙酰化同样促进其与 ＥｃＲＢ ｌ 的相互作用 （
Ｊ ｉｎｇ ｅｔ ａＬＪＯ＾ＪＯＥ

诱导的 ＣＤＫ １ ０ 的磷酸化 同样促进了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 转录复合体的形成 （
Ｌ ｉｕｅｔａ Ｌ

，

２０ １ ４ａ
）

。 这些研宄共同证 明 了在 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 转录复合体的形成过程中 ２０Ｅ 对蛋 白

质的磷酸化作用 是十分关键的 。 此外在棉铃虫中 ， 蜕皮激素 ２ ０Ｅ 诱导钙调蛋 白 同源

结构域蛋 白 £ ＆中１１ １１１ 快速磷酸化并迁移到细胞核 （
１＾ ６１ ＆ １＞

，
２０ １ １

）
。 ２０￡ 还能诱导膜受

体 ＥｒＧＰＣＲ－２
（
Ｗａｎｇ

ｅｔａＵ
２０ １ ５ ）

） 的磷酸化 ， 以及通过 ＥｒＧＰＣＲ 诱导细胞周期依赖性

蛋 白激酶 ＣＤＫ １ ０ 的磷酸化 （
Ｌ ｉｕ ｅ ｔａ Ｌ

，
２０ １ ４ａ

）
。 还有之前提到的 ２ ０Ｅ 诱导 ｐ

－ａｒｒｅ ｓｔ ｉｎ
－

１

（
Ｚｈａｎｇ

ｅｔａ Ｌ
，
２０ １ ５

）
和 ＧＲＫ － ２ 的磷酸化 （

ＺｈａｏｅｔａＬ
，
２０ １ ６

）
。 由此可见转录后翻译修

饰在 ２０Ｅ 信号转导途径中是
一

种非常普遍而且重要的作用机制 。

２ ．３ ．３２０Ｅ 诱导 Ｃａ
２＋浓度变化

在脊椎动物中 ， 类固醇激素可 以快速 引起胞 内 Ｃａ
２＋水平的上升 。 在人中 ， 雌激

素结合细胞膜上的 ＧＰＲ３ ０ 调控胞内 Ｃａ
２＋

的快速变化进行信号级联反应促使细胞增

殖
（
Ｍａｇｇ ｉｏ ｌ ｉｎ ｉ ａｎｄ Ｐ ｆｃａｒｄ

，２０ １ ０
）

。 在卵母细胞中 ， 雌激素 同样可 以提升胞内 Ｃａ
２＋水

平 。 在小 鼠骨骼肌细胞 中 ， 维生素 Ｄ 经由 ＧＰＣＲ 介导的 ＰＬＣ －

ＩＰ
３ 经典的信号级联反

应引 起胞质 中 Ｃａ
２＋

的增加 （
Ｃ ｉｖｉｔｅ ｌｌ ｉｅｔ ａＬ

，
１ ９９０

）
。

在昆虫中 ， 类固醇激素 ２０Ｅ 能够通过引起胞 内 Ｃａ
２＋浓度变化调控基因表达 。 在

家蚕丝腺细胞 （
Ｉ ｇａ ｅｔ ａＬ

，

２０ １ ０
） 以及棉铃虫的表皮细胞 （

Ｃａ ｉ ｅｔ ａＬ
，
２０ １ ４ａ

）中 ， ２０Ｅ 均

可以通过膜上 ＧＰＣＲ 介导的信号途径増加胞 内 Ｃａ
２＋

７Ｋ平 。 ２０Ｅ 能够引 起比 ＪＨ 更髙

１ 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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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的胞 内 Ｃ ａ
２
ｉ

浓度 （
Ｎ ｉ

ｊ
ｈ ｏｕｔ ｅ ｔ ａ ｌ ．

） （
Ｗａ ｎｇ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 １ ６ ｂ
）

。 依赖于胞 内 Ｃ ａ
２ ＂

■

浓度 的升

高 ， ２ ０Ｅ 诱导细胞从 自 喔 向调亡的转变 （
Ｌ ｉ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 １ ６
）

， 同时 Ｃａ
２＋激活 了钥调蛋 白

依赖的蛋 白激酶 Ｉ Ｉ（ ＣａＭＫ Ｉ Ｉ ） 促使基 因转录 （
Ｊ ｉ ｎ ｇ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 １ ５
）

。 最近的工作表明 ２ ０Ｅ

可 以诱导 Ｃａ
＞通过 Ｏ ｒａ ｉ ｌ 通道进入细胞质促使细胞凋亡 （ 图 １ ． ６ ）

， 预示着 ２ ０Ｅ 通过

Ｏ ｒａ ｉ ｌ引起ＳＯＣＥ（
Ｌ ｉ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７

）
。

２０Ｅ

ＥＫ ； ＰＣＲ Ｉ ／２｜

ｐ ｉ ．ｒｃ ｉ ．ｐｋｃ

Ｏ ｒａ ｉ ｌ

一


— 篇

＼
Ｃ？ｒ

 ＂ＥｃＲＢ ｌ
４Ｌ鄕 Ｐ－ＡＣ

、

、

ｖ— Ｏｒａｉ ｌＨＲ３／ＢｒＺ７

Ｃａｓ
ｐａ

ｓｅ－３

Ｃａ
２

、 ｆ
？

？？Ａｐｏｐ ｔ ｏｓ ｉｓ

图 １ ． ６ ． 棉铃虫中 ２ ０Ｅ 引起胞 内 Ｃａ
２＋

浓度增加 （
Ｌ ｉ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７

）
。

Ｆ ｉｇｕ ｒｅ ｌ ． ６ ． ２０Ｅ ｉ ｎ ｃｒｅ ａ ｓ ｅ ｓ ｉ ｎ ｔ ｒａ ｃｅ ｌ ｌｕ ｌａ ｒ ｃａ ｌ ｃ ｉ ｕｍｃｏｎ ｃｅｎ ｔｒ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Ｒ ａ ｒｍ ｉ

ｇｅ
ｒａ

（
Ｌ ｉ ｅ ｔ ａｈ

， 
２ ０ １ ７

）
．

３２ ０Ｅ 诱导幼虫组织程序性细胞死亡 （ ＰＣＤ ）

ＰＣＤ 是动物发育过程中重要的
一

步 。 在 昆虫变态发育过程中 ２ ０Ｅ 在多种幼虫组

织中 引起 ＰＣＤ ， 包括幼虫肌肉组织 （
Ｓｃ ｈｗａｒｔｚ

，１ ９ ９２
）

， 运动神经元 （
Ｓ ｔｒｅ ｉｃｈｅ ｒ ｔ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１ ９ ９ ７
）

， 前丝腺
（
Ｋａｋｅ ｉ ｅ ｔ ａ Ｌ

，
２ ００ ５

）
以及中肠

（
Ｄ ｏｎｇ

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５

）
。 在幼虫 向成虫转变

过程中幼虫组织逐渐凋亡 ， 成虫组织逐渐形成 。

３ ． １ ２ ０Ｅ 与细胞凋亡

２０ Ｅ 主要通过 ＰＣＤ 诱导幼虫组织 的降解 。 在全变态 昆虫 由幼虫到蛹 的转变过程

中 ， 部分或全部幼虫组织都要发生 降解 。 在果蝇的变态过程 中 ， 蛹期 的唾液腺经 ２ ０Ｅ

诱导凋亡相关基因 的表达起始 ＰＣＤ 从而降解消失 （
Ｙ ｉｎａ ｎｄＴｈｕｍｍｅ ｌ

，２０ ０ ５
）

。 在家蚕

丝腺细胞 中 ， ２ ０Ｅ 诱导 ｍ？ ｖｏ 基因表达 （
Ｔｅ ｒａ ｓｈ ｉｍａ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０ ０
）

， 以及随后 的细胞核固

缩 ， 细胞收缩 ， ＤＮＡ 片段化 以及细胞核的碎片化 。 按照这种方式 ， ２０Ｅ 在刺激 １ ４４ｈ

后 ， 细胞 出 现凋亡小体
（
Ｔｅ ｒａ ｓ ｈ ｉｍａ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０ ０

）
。 在家蚕脂肪体中 ， ２０Ｅ 通过 ＥｃＲ／Ｕ ＳＰ

转录复合体诱导调亡基 因表达 （
Ｔ ｉａ ｎｅ ｔａ ｌ ．

，２０ １ ２
）

。 只有在转录水平上引 起细胞调亡

１ 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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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远远不够的 ，
２ ０Ｅ 也 能通过非基因组途径促使细胞凋亡 （ 图 １ ＿ ７ ）（

Ｉ
ｇａ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 ０７
）

。

在家蚕丝腺细胞 中 ， 也存在着非基因 组途径调控细胞凋 亡 。 ２０Ｅ 引 起胞 内 Ｃａ
２＋水平

的升高 ， 活化蛋 白激酶 Ｃ （ ＰＫＣ ） 以及半胱天冬蛋 白 酶 ｃ ａ ｓ ｐａ ｓｅ ｓ 进而促使 ＤＮＡ 的片

段化
（
Ｉｇａ ｅｔ ａＬ

，
２０ １ ０

）
。

２〇Ｅ 〇

／Ｍｅｍｂｒａｎｅ

／ 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

＿
＿
＿
—




ｗ—

＾

＾Ｃｙｔｏｓｏ ｌｍｅｍ ｂ ｒａｎｅ

Ｎ ｕｃｌｅｕｓ

^

／Ｎ ｕｃ ｌ ｅａ ｒ

（＾ｒ ５ｕ ｓ？）
＾ ｔｅ ｒａｃｔ ｉｏｎ ？ １

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
￣

＜ ， ■
＿

＿ ＿ ？
？
一

Ｊ
一＂

Ｎｕｃ ｌｅａ ｒ

̄

Ｔ、
ｓ＼言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 ｉｏｎ

Ｅａ ｒ ｌｙｇｅｎｅｙ ＼

ｉ／
Ｅ ｆｆｅｃ ｔｏ ｒ

ｇｅｎｅ

Ｉ

Ｃｅ ｌ ｌ ｓｈｒｉｎ ｋａｇｅＮｕｃ ｌ ｅａ ｒ  ｆ ｒａｇｍｅｎ ｔ ａ ｔｉｏｎ

Ａｐｏｐ ｔｏｔ ｉｃｂｏｄｙ
ｆｏ 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ＯＮＡ ｆ ｒａｇ

ｍ ｅｎ ｔａ ｔ ｉｏｎ

图 １ ． ７ ． ２ ０ Ｅ通过非基因组途径促使细胞凋亡 （
Ｉ
ｇａ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２ ０ １ ０

）
。

Ｆ ｉ

ｇ
ｕ ｒｅ １ ． ７ ．２ ０Ｅ

ｐ ｒｏｍ ｏ ｔ ｅ ｓａ ｐｏ ｐ ｔ ｏ ｓ ｉ ｓｔ ｈ ｒｏ ｕｇ
ｈｔ ｈ ｅｎ ｏ ｎ

－

ｇ
ｅ ｎ ｏｍ ｉ ｃ

ｐａ ｔ ｈｗａｙ（
Ｉ ｇａｅ ｔａ ｌ ．

，
２ ０ １ ０

）
．

３ ． ２ ＰＫＣ 与细胞凋亡

ＰＫＣ 属于丝氨酸 ／苏氨酸蛋 白 激酶家族 ， 它参与 调控细胞的多种生理功能 ， 包括

细胞增殖 ， 细胞存活和细胞凋 亡 （
Ｎ ｅｗ ｔｏｎ

，
２ ０ ０３

）
。 ＰＫＣａ 、

卩
、 ｓ 和 ｉ

；
能够抑制凋亡 ，

而 ＰＫＣ５ 在多种类型细胞中可 以促使细胞凋 亡 。在人的腮腺 Ｃ ５ 细胞 中 ， 抑制 了ＰＫＣ Ｓ

的活性之后抑制 了 凋亡 的发生 ， 包括抑制 ｃａ ｓｐａ ｓｅ 的活化 ， ＤＮＡ 的片段化 以及凋亡

小体的形成 （
Ｍａ ｔａ ｓ ｓａ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０ １

）
。 突变平滑肌细胞 中 的 Ｐ ＦＣＣＳ ， 使依托泊苷 （ 凋亡

诱导剂 ） 不能诱导细胞凋亡 （
Ｈ ｕｍｐｈ

ｒ ｉｅ ｓｅｔａ Ｌ
，
２ ０ ０６

；
Ｌｅ ｉｔｇｅｓ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０ １

）
。 在应答凋亡

信号刺激 的过程 中 ， ＰＫＣＳ 受到凋 亡信号刺激后被活化 ， 活化后 的 ＰＫＣ Ｓ 穿过核膜进

入细胞核 ， ｃａ ｓ
ｐ
ａ ｓｅ

－

３ 在 ＰＫＣＳ 的 Ｃ １ 域和催化域之 间 的绞链区进行切割 ， 释放活化

的 ＰＫＣＭ崔化域片段 ， 最后执行凋亡 （ 图 １ ． ８ ）（
Ｒｅｙ

ｌａ ｎｄ
，２００７）

。

１ 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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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
ｐ
ｏ
ｐ
ｔｏｔ ｉ ｃＳｔ ｉｍｕ ｌ ｕｓ

ＰＫＣｄ＼

Ｐ ｈ ｏｓ 
－Ｙ－ＰＫａＣａｓ

ｐ
ａｓｅ －

３

， Ｃ ＜ａｓ
ｐ
ｏ ｓ ｃ

－

３

ｐ
ｈ ｏ ｓ

－Ｙ －ＰＫＣｏ— ６ＣＦ—？ ｏ
ｐ
ｏ
ｐ
ｔｏ ｓ ｉ ｓ

图 １ ． ８ ．ＰＫＣ５ 促使细胞凋亡的步骤 （
Ｒｅｙ

丨 ａ ｎ ｄ
，
２ ００７

）
。

Ｆ ｉ

ｇ ｕ ｒｅ１ ． ８ ．Ｔｈ ｅｓ ｔ ｅ ｐｓｏ ｆ ＰＫＣ５
ｐｒｏｍ ｏ ｔ ｅ ｓａ ｐｏ ｐｔ ｏ ｓ ｉ ｓ（

Ｒｅ ｙ ｌ ａ ｎ ｄ
，
２ ００７

）
．

３ ． ３ Ｃ ａ
２ ＋与细胞凋亡

细胞质 中 的钙作为 多功能信号传导离子被认为几乎参与 到每个细胞 中 的关键信

号传导过程 ， 调节广泛的生物代谢过程 （
Ｂ ｅ ｒ ｒ ｉｄ

ｇ
ｅ

，１ ９９ ３
；
Ｃａ ｒａ ｆｏ ｌ ｉ

，
２０ ０ ２

）
。 除 了参与细

胞的胞吐 ， 细胞增殖过程 （
Ｂ ｅｒｒ ｉｄ ｇｅ ，

１ ９ ９ ５
）
和生长发育 外 ， Ｃ ａ

２＋

信 号也参与诱导细胞

调亡 以及组织坏死 （
Ｂ ｒ ｉ ｎ ｉ ａ ｎｄ Ｃ ａ ｒａｆｏ ｌ ｉ

，
２ ０ １ Ｉ

；
Ｃ ａ ｒａｆｏ ｌ ｉ

，

］ ９９ ４
）

。 Ｃａ
２＋诱导的细胞獨亡是

通过线粒体 内 Ｃａ
＞ 浓度升 高改变线粒体 的 通透性 ， 打幵线粒体外膜上 的通道蛋 白

（
Ｓｅ ｋ ｉｍ ｏｔ ｏ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０ ６
）

， 线粒体中 的细胞色素 Ｃ 和凋亡诱导因子 Ａ Ｉ Ｆ 被释放进入细胞

质 ， 活化Ｃ ａ ｓ
ｐ
ａ ｓｅ ｓ促使细胞凋亡 （

Ｇａ ｌ ｌｕｚｚ ｉ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２
）

。

胞外 Ｃ ａ
２ ＋进入细胞要受到严格 的信号调控 。 细胞膜上的不 同 Ｃａ

２＋通道激活后开

放进而使得 Ｃａ
２＋通过 Ｃ ａ

２＋通道 内 流 。 在细胞膜上存在受体操纵的 Ｃａ
２ ＋通道 （ ＲＯＣ ）

和钙池操纵的 Ｃａ
２Ｔ通道 （ ＳＯＣ ） （ 图 １ ． ９ ） 。 在 由 ＲＯ Ｃ 引 起 的钙 内 流 （ ＲＯ Ｃ Ｅ ） 中 ，

受体与配体结合后直接把信号传递给 ＲＯＣ 通道 引 起 ＲＯＣ Ｅ 。 而在 ＳＯＣ Ｅ 过程 中 ， 膜

信号先传递到 内 质 网 中 引 起 内 质 网钙池中 的 Ｃａ
２＋

释放到细胞质 中 ， 内钙排空后 ， 内

质 网膜上 的 Ｃ ａ
２＋感 受器 ＳＴ ＩＭ 与膜上 的 ＳＯＣ 通道相互作用开放 ＳＯ Ｃ 通道 ， 最终 引

起 ＳＯＣＥ 。 ＳＯＣ 通道作为细胞膜上
一

种重要 的 Ｃａ
２＋通道存在与大部分的 多细胞生物

中 （
Ｌｅｗ ｉｓ

，
２ ０ １ １

）
。 Ｃ ａ

２ ＋通道 Ｏ ｒａ ｉ 以及瞬时受体电势 阳离子通道 （ ＴＲ Ｐ ） 都属于 ＳＯＣ

通道 。 １ ９ ８ １ 年 ， ＳＯＣＥ 首次在腮腺细胞中被描述 （
Ｐ ｕ ｔｎｅｙ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１ ９ ８ １

）
。 在此之后 ，

对脊椎动物中 ＳＯＣ Ｅ 的细胞及分子机制 的研宄成为热 点研 究课题 （
Ｐ ａ ｒｅｋｈａｎ ｄＰ ｕｔ ｎｅｙ ，

２００５
）

。

１ 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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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 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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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 ｅｏｏ ｐ ｔｏｒ

图 １ ． ９ ．Ｃ ａ
２ ＋通过细胞膜上的 ＲＯＣ 通道和 ＳＯＣ 通道内流示意图 （

Ｋｕ ｈ ｒ ｅ ｔ ａ ｌ ．
，
２ ０ １ ２

）
。

Ｆ ｉｇｕ
ｒｅ１ ． ９ ．Ｃ ａ ｌｃ ｉ ｕｍ ｉ ｎ ｆｌ ｕ ｘ ｔｈ ｒｏｕ ｇ

ｈＲＯＣａ ｎ ｄＳＯＣｏｎｔ ｈ ｅｃｅ ｌ ｌｍ ｅｍ ｂｒａ ｎ ｅ
（
Ｋｕ ｈ ｒ ｅ ｔ ａ Ｌ

， 
２ ０ １ ２

）
．

４ ． 存在的科学 问题和研究方案

蜕皮激素通过非基 因组途径快速启动细胞 内 信号转导 ， 促使蛋 白质发生磷酸化

以及亚细胞定位 的变化 ， 从而调控基因组途径中 ２０ Ｅ 调控 的相关基因的表达 ， 最终

促使细胞凋亡以及 昆虫 的变态 。 在此过程中 ， 对 ２０Ｅ 信号途径中参与的各种信号分

子 目 前 己经进行 了部分研宄 ， 这些研宄结果共同完善了２０Ｅ 经细胞膜受体介导 的非

基因组途径 。 但是 ２ ０Ｅ 促进细胞凋亡 的
一

些分子机制还不是非常清楚 。 例如 己经报

道 ２ ０Ｅ 可 以经过 ＰＫＣ 调控蛋 白质 的磷酸化 ， 促进基因转录 。 但是具体是哪
一

种 ＰＫＣ

参与其中并没有详细的报道 。 此外 ， ＥｃＲ 与 Ｕ ＳＰ 形成转录复合体结合 ＥｃＲＥ 调节基

因转录 。 Ｕ ＳＰ 的磷酸化及机制 已经被鉴定 ， 而 ＥｃＲ 只知道可以被磷酸化 ， 但是具体

的磷酸化机制仍不是很清楚 。 ２ ０Ｅ 诱导胞 内 Ｃａ
２＋浓度增加 已经有 多篇文献报道 ， 具

体的 Ｃａ
２＋浓度增加机制 目 前 只有部分报道 ， 证明是通过 ＳＯＣ Ｅ 。 但是作为起始 Ｓ０ＣＥ

的蛋 白 ， ＳＴＩＭ １ 在其 中发挥 的功能 以及 ＳＴＩＭ １ 在 昆虫中 的作用机制并不是很清楚 。

本论文利用棉铃虫 中肠凋亡模型为研宂对象 ， 同 时结合实验室特有 的棉铃虫表

皮细胞系 ＨａＥ ｐ ｉ ， 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 ＰＫＣＳ 在棉铃虫变态发育时期的表达调

控 ， 定位变化 以及功能 。 寻找 ＰＫＣ８ 的作用底物 ， 进
一

步完善 ２ ０Ｅ 信号途径 。 通过

研宄 ＳＴ ＩＭ １ 对 ２ ０Ｅ 诱导的 Ｃ ａ
２
￣

变化的影响 ， 以及在 ２ ０Ｅ 诱导下 的蛋 白 质翻译后修

饰变化对 ＳＴＩＭ １ 的功能的影响 ， 进
一

步 阐述 ＳＴ ＩＭ １ 在蜕皮激素信号途径中促进细

胞凋亡的分子机制 ， 从而完善 ２０Ｅ 的 Ｃ ａ
２＋信号途径 。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研究 ， 揭示

蜕皮激素促进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 ， 丰富类 固醇激素非基因组途径 ， 为 以后的实际

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， 对蛻皮激素调控 昆虫幼虫向蛹 的转变过程进行更深刻的认识 。

１ 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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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ＰＫＣｄｅｌｔａ 参与棉铃虫蜕皮激素信号途径促进细胞凋亡

的研究

１ 引言

蛋 白激酶 Ｃ§
（
ＰＫＣＳ

） 属于丝氨酸／苏氨酸蛋 白激酶 Ｃ 家族并在促细胞凋亡过程

中起重要作用 （
Ｒｅｙ ｌａｎｄ

，
２００ ７

；
Ｚｈａｏ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 ０ １ ２

）
。 人的 ＰＫＣＳ 包含三个保守的功能域 ，

Ｃ ｌ 、 Ｃ ２ 和催化结构域 。 在应答凋亡信号刺激的过程 中 ， 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３ 在 ＰＫＣＳ 的 Ｃ １

域和催化域之间 的绞链 区进行切割 ， 释放活化的 ＰＫＣＳ 催化域片段 。 活化的 ＰＫＣＳ

会从细胞质迁移到细胞核 中进而诱导细胞凋亡 （
Ｒｅｙ ｌａｎｄ

，２００７）
。 根据报道 ， 在人的

细胞中 ＰＫＣ５ 第 ３５ ９ 位的丝氨酸磷酸化能够增强 ＰＫＣ５ 的活性 （
Ｇｏｎｇ

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５

）
。

在 ＨＥＫ２ ９３Ｔ 细胞中 ， 催化结构域第 ５０７ 位的苏氨酸磷酸化对于 ＰＫＣＳ 的体内活性是

必需的 ， 而体外活性则不需要 （
Ｌ ｉｕ ｅｔ ａ Ｌ

，
２ ００６

）
。 非磷酸化 的翻译前体显示有很少或

没有活性 。 新型的和非经典的 ＰＫＣ 其催化域中的苏氨酸残基十分保守 ， 把这些苏氨

酸残基突变后会导致催化功能 的缺失 （
Ｇａｒｃ ｉａ

－Ｐａｒａｍ ｉｏ ｅｔ ａ Ｌ
，

１ ９９８
）

。 过表达 ＰＫＣＳ 催

化结构域定位于细胞核 中并显著地诱导细胞调亡 （
ＤｅＶｒ ｉｅｓｅｔ ａ Ｌ

，

２ ００２
）

。 但是 ， 诱导

ＰＫＣ５ 表达的上游诱导因子仍不是很清楚 ， 特别是大家都很关心 的类固醇类激素 。

类固醇激素 ２０Ｅ 在昆虫和植物中都有产生 （
Ａｄ ｌｅｒａｎｄＧｒｅ ｂｅｎｏｂ１ ９９５

；Ｇ ｉ ｌｂｅｒｔ
，

２００４
）

。 ２０Ｅ 在 昆虫变态过程中 能促使程序性细胞死亡 （
Ｒ ｉｄｄ ｉｆｏｒｄ ｅｔ ａ ｌ．

，
２００３

）
。 在黑

腹果蝇中 ， ２０Ｅ 还能使细胞增殖停止 （
Ｈ ｏｍｅｍ ｅｔ ａＬ

，２ ０ １ ４
）

。 在棉铃虫中 ， ２ ０Ｅ 引起

细胞 自噬 向细胞凋亡 的转换 （
Ｌ ｉｅｔａ Ｌ

，２０ １ ６
）

。 还能拮抗胰岛素 的功能 （
Ｌ ｉｕｅｔａ Ｌ

，

２０ １ ５ａ
）

， 促进 ＰＴＥＮ 的表达 （
Ｃａ ｉ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 １ ６

） ， 以及促进 Ｈ ｉ
ｐｐ

ｏ 信号途径来诱导凋亡

（
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

，

２０ １ ６ａ
）

。 此外 ，
２０Ｅ 还被当作

一

种食品添加剂用来维持人体的糖脂平衡 ，

而且没有哺乳类激素那样的副作用 （
Ｈｕｎｙａｄｉｅｔ ａＬ

，
２０ １６

）
。

在昆虫中 ， ２０Ｅ 通过促使 ＥｃＲ／ＵＳＰ 的核转录复合体活化进而起始基因转录 ６ 在

这个过程 中 ， 蛋 白质 的磷酸化十分重要 。 磷酸化的蛋 白质对于 ＥｃＲ／Ｕ ＳＰ 的核转录复

合体形成 以及复合体与 ＤＮＡ 上蜕皮激素应答元件 ＥｃＲＥ 的结合都是不可或缺的 。 在

果蝇和棉铃虫 （
Ｌ ｉｕ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 １ ４ｂ

；Ｓｏｎｇ ｅｔ ａ ｌ ．
，
２００３

）
中发现核转录因子 Ｕ ＳＰ 在 ２０Ｅ 信

号途径中会发生磷酸化 ， 并且这种磷酸化受某些未知的 ＰＫＣ 调控 。 所有 的实验都是

通过 ＰＫＣ 的抑制剂来证 明的 。 作为核转录复合体的另
一

个组成部分 ， ＥｃＲ 磷酸化同

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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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备受关注 。在家蚕 （
Ｓｒ ｉｄｈａｒａ

，
２０ １２

） 以及棉铃虫 （
Ｒｅｎ ｅｔａ Ｌ

，
２ ０ １４

）
中均发现 ＥｃＲＢ ｌ

会发生磷酸化 。 但是 ， ＥｃＲＢ ｌ 磷酸化的机制 以及受哪类 ＰＫＣ 调控都不是很清楚 。

在本章 中 ， 我们 以鱗翅 目 昆虫棉铃虫为研究对象来回答 以上的科学 问题 ， 探宄

２０Ｅ 调控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机制 以及 ＰＫＣ 在此过程 中的作用 。 我们的研宄结果表明

在棉铃虫变态时期 ， ２ ０Ｅ 能够上调表达 ＰＫＣ５ ？ ＰＫＣ５ 促使幼虫组织发生程序性细胞

死亡 。 此外 ， ＰＫＣＳ 还能介导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。 ＰＫＣＳ 在催化结构域上的 １ ３４３ 位

的苏氨酸残基上发生 自 磷酸化 ， 该磷酸化对活化 ｃａｓ ｐａｓｅ
－

３ 十分重要 。 ＰＫＣＳ 在细胞

核中直接磷酸化 ＥｃＲＢ ｌ 促进了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 转录复合体的形成 以及与 ＥｃＲＥ 的结合

进而调控基因 的转录 。 这些结果表 明 在变态时期 ２０Ｅ 通过上调表达 ＰＫＣ Ｓ 诱导

ＥｃＲＢ ｌ 磷酸化 ， 促使基因表达 ， 最终导致细胞凋亡 。

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

２ ． １ 实验材料

２ ． １ ． １ 实验动物

以农业害虫 、 鱗翅 目 昆虫棉铃虫为研究对象 。 棉铃虫幼虫在实验室中 饲喂培养 ＜ ３

温度为 ２７± １ １ ， 湿度为 ６ ０％ 。

一

天光照时 间 １ ４ｈ ， 黑暗时间 １ ０ｈ 。 定期添加词料 。

２ ． １ ．２ 实验细腺

从棉铃虫表皮组织 中分离 出单个细胞进行传代培养 ， 构建了 棉铃虫表皮细胞系

（ ＨａＥｐ ｉ ）
（
Ｓｈａｏ ｅｔ ａ ｌ ．

， 
２ ００８

）
。 用特定 的 昆虫 Ｇｒａｃｅ

’

ｓ 培养基并添加 １ ０％的胎牛血清进

行静置培养 。 培养箱温度设为 ２ ７
°

Ｃ 。 该细胞系可用于鳞翅 目 昆虫的相关研宄 。

２丄３ 实验试剂

ＴＲ Ｉ ｚｏ ｉｍ４ 提取试剂 （ 百泰克 ， 北京 ， 中 国 ） ， ｃＤＮＡ 第
一

链反转录试剂盒 （ ａｂｍ ，

加拿大 ） ， 荧光定量 ２ ｘＳＹＢ Ｒ ｒｅａ ｌ

－

ｔ ｉｍｅＰＣＲ
ｐｒｅ

－ｍ ｉｘｔｕｒｅ（ 百泰克 ， 北京 ， 中 国 ） ， ＲＩＰＡ

裂解液 （ 碧云天 ， 北京 ， 中 国 ） ， ２０ －轻基蜕皮酮 （ ２０Ｅ ）（ Ｃａｙｍａ ｎｃｈｅｍ ， 密歇根州 ，

美国 ） ， ＤＮＡ 聚合酶 （全式金 ， 北京 ， 中 国 ） ，
二甲基亚枫 ＤＭＳＯ（ 索莱宝 ， 北京 ，

中 国 ） ， 放线菌酮 （ 生工生物 ， 上海 ， 中 国 ） ， 氨苄青霉素 ， 硫酸卡那霉素 （生工生

物 ， 上海 ， 中 国 ） ， Ｔ７ 滿＾ 聚合酶、 ＲＮＡ 酶抑制剂 、 ＮＴＰ ｓ（赛默飞世尔 ， 德克萨

斯 ， 美国 ） ， Ｇｒａｃｅ
’

ｓ 培养基 （ Ｇ ｉｂ ｉｃ ｏ ， 纽约 ， 美 国 ） ， 特级胎牛血清 （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Ｉ ｎｄｕｓ ｔｒ ｉｅｓ ，

以色列 ） ， 各种 引 物 的合成 （ 生工生物 ， 上海 ， 中 国 ） ， ＤＮＡ 和 ＲＮＡ 转染试剂

Ｑｕ ｉｃｋＳ ｈｕｔｔ ｌｅ
－

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 博奥龙 ， 北京 ， 中 国 ） ， ＤＮＡ 限制性 内切酶 Ｃ赛默飞世尔 ，

德克萨斯 ， 美国 ） ， Ｘ
－磷酸酶和 Ｔ４ ＤＮＡ 连接酶 （

Ｎｅｗ Ｅｎｇ ｌａｎｄ Ｂ ｋ） ｌａ ｂｓ ， 英国 ）
， 质粒

２ １





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


提取试剂盒 （捷瑞 ， 上海 ， 中 国 ） ， 辣根过氧化物酶 （ＨＲＰ ） 标记 的羊抗 鼠和羊抗兔

ＩｇＧ ， 碱性磷酸酶标记的羊抗兔或抗鼠 的二抗 （ 中杉 ， 北京 ， 中 国 ） ， 山 羊抗兔荧光

二抗 ＡＬＥＸ４８ ８（ ｉｎｖｅ ｉｔｒｏｇｅ ｎ ， 卡尔斯 巴德 ， 美国 ） ， ＧＦＰ／ＲＦＰ／Ｈ ｉｓ 单克隆抗体 （艾

博泰克 ， 武汉 ， 中 国 ） ， 合成试剂盒 ＭＥＧＡｓｃ ｒ ｉ
ｐ
ｔ
ＴＭ

ＲＮＡ ｉ ｋ ｉｔ（赛默飞世尔 ，

德克萨斯 ， 美国 ） ， Ｃａｓｐａ ｓｅ
－

３活性检测试剂盒ＴｈｅＮｕｃＶ ｉｅｗ
？

Ｃａｓｐ
ａ ｓｅ

－

３ａｓ ｓａｙｋ ｉｔ

（ Ｂ ｉｏｔ ｉｕｍ ， Ｈａｙｗａｒｄ ， 美国 ） ， 染色质 免疫共沉淀试剂盒 Ｃ ｈＩＰａｓｓａｙ
ｋ ｉｔ（ 碧云天 ， 北

京 ， 中 国 ） ， 憐酸化水平检测试剂盒 （生工生物 ， 上海 ， 中 国 ） 。 ＧＰＣＲ 抑制剂 ｓｕｒａｍ ｉｎ
，

ＰＬＣ抑制剂 Ｕ ７３ １ ２２
，

ＩＰ３Ｒ 的抑制剂 
Ｘｅｃ以及 ＰＫＣ 的抑制剂 ｃｈｅ ｌｅ ｒｙｔｈｒ ｉｎｅｃｈ ｌｏｒ ｉｄｅ

（
ＣＣ

）

４
＇

，
６
－ ｄ ｉａｍ ｉｄ ｉｎｏ－２

－

ｐｈｅｎｙ ｌ ｉｎｄｏｔｅ（ＤＡＰ Ｉ ） 弗 氏转染试剂 ， 均购 自 美国西格玛公 司 ， 其他

常用试剂均是购 自 国药的分析纯试剂 。

２ ． １ ．４ 实验仪器

ＰＣＲ 仪 由北京君易仪器公司 生产 ， 电泳仪及电泳槽由北京六
一

仪器公 司生产 ，

微量分光光度计 由北京凯奥公式生产 ， 凝胶成像仪与荧光定量 ＰＣＲ 仪 由 美国伯 乐公

司生产 ， 高速冷冻离心机来 自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 生产 。 ０ １ｙｍｐｕｓ
ＢＸ５ １ 焚光显微镜和倒

置荧光显微镜分别购 自 日 本 Ｏ ｌｙｍｐ
ｕｓ 和 Ｎ ｉｋｏｎ 公司 ， 倒置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来 自 德

国蔡司公司 。

２ ．２ 实验方法

２ ．２ ． １ 组织 ＲＮＡ 的提取

选取各个龄期的幼虫若干只 ， 包括 ５ 龄取食期 ， ５ 龄蜕皮期 ， ６ 齡 ６ ｈ 以及之后

每隔 ２４ｈ 的幼虫 。 显微镜下解剖取其表皮 ， 中肠和脂肪体各 ５ ０ｍｇ ， 迅速置于含 １ｍ ｌ

ＴＲＩｒｏ ｌ 的研磨器中于冰上研磨 。 充分研磨后转至离心管 中冷冻离心 ， １ ５ ０ ００ ｒｐｍ ，１ ０

ｍ ｉｎ ， 上清转移至干净离心管中加入 ２ ００ ｆ

ｉ ｌ 的氯仿 ， 室温震荡 １ ０ｓ 充分混匀 ， 室温

静置 ２ｍ ｉｎ ，１ ５ ０ ００ｒ
ｐ
ｍ ，１ ５ｍ ｉｎ 冷冻 离心 。 小心吸取上层水相 ， 切勿触及中 间蛋 白

层 ， 转移至另
一

无 ＲＮａｓｅ 的离心管中 ， 加入等体积的异丙醇 ，

－

２０
＊

£ 沉淀过夜 。 然

后 １ ５０００ｒ
ｐｍ ，１ ０ｍ ｉｎ 离心 ， 弃上清 。 用 ｌ ｒａ ｌ８ ０％的 乙醇洗沉淀 ， 离心后去掉乙醇 ，

风干得到的即为总 ＲＮＡ 。

２ ．２ ．２ 细胞系 中 ＲＮＡ 的提取

待六孔细胞培养板中 的细胞密度达 １ ００％时 ， 用 ｌ ｘＰＢ Ｓ （ １ ４０ Ｍｍ ＮａＣ ｌ ，２ ． ７ Ｍｒａ

ＫＣ １ ， １ ０ Ｍｍ Ｎａ２ＨＰＯ４ ，１ ． ８ Ｍｍ ＫＨ２Ｐ０４ ） 洗
一

次 ， 加入 ｌ Ｉｎ ｌ ＴＲＩｚｏ ｌ充分吹打裂解

细胞 。 裂解的细胞转移至干净的离心管中 ， 之后 同上述实验方法
一

样 。

２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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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．２ ．３ 第
一

链 ｃＤＮＡ 的合成

上述 ＲＮＡ 用无 ＲＮａｓｅ 的水溶解后 ， 按照 ａｂｍ 公司生产 的 ５ＸＡ ｌ ｌ
－

Ｉｎ－ＯｎｅＲＴ

Ｍａ ｓｔｅｒＭｉｘ 反转录试剂盒提供的方法反转录 ｃＤＮＡ 。 反应体系如下 ；

ＲＮＡ ２ ｎｇ

ＡｃｃｕＲＴ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Ｍｉｘ（４Ｘ） ２
 （

．ｉｌ

无 ＲＮａｓｅ 的水加至 ８
ｐ

ｉ

４２ Ｔ 孵育 ２ ｍ ｉｎ ， 继续加入

ＡｃｃｕＲＴＲｅａｃ ｔ ｉｏｎＳ ｔｏｐｐｅ ｒ（
５Ｘ

）２
 ｊ
ｘｌ

５Ｘ Ａ ｌ ｌ
－

Ｉｎ－ＯｎｅＲＴ Ｍａｓ ｔｅ ｒＭ ｉｘ ４
 ｆ

ｘ ｌ

无 ＲＮａｓｅ 的水 ６
ｐ

ｉ

２５ｔ 孵育 １ ０ｍ ｉｎ ， 之后 ４２

°

Ｃ 孵育 ３ ０ｍ ｉｎ ， 最后 ８ ５孵育 ５ｍ ｉｎ 。
－ ２０

＜

£ 保存 。

２ ．２ ．４ 组织蛋 白 的提取

与上述提取 ＲＮＡ 的取材方法
一

样 ， 将取得的组织在预冷的 ４０ ８ ． ０ ）

Ｔｒ ｉ
－ＨＣ ｌ（含 Ｉ ｍＭ 的 ＰＭＳＦ ） 中研磨 ， 充分研磨后转移至离心 管中冷冻离心 ， １ ５ ００ ０

ｒｐｍ ， １ ５ｍ ｉｎ 。 将上清转移到新的离心管 中 ， 得到的即为组织总蛋 白 。

２ ．２ ．５ 细胞蛋 白的提取

待细胞密度达到 ９０％－

１ ００％后 ， 用 ｌ ｘＰＢ Ｓ 洗
一

次 ， 加入 １ｍ ｌ ｌ
ｘＰＢ Ｓ （含 １ｍＭ 的

ＰＭＳＦ ） ， 用细胞刮板轻轻刮取细胞 ， 然后转移至离心管中 。 ３ ０ ００ｒｐｍ２ｍ ｉｎ 冷冻离

心 ， 去上清收集细胞 ， 加入 １ ００ 叫 的 Ｒ１ＰＡ 裂解液悬起细胞 ， 冰上裂解 １ ０ｍ ｉｎ 。

２ ．２ ．６ 基因克隆

从棉铃虫转录组库中 中 获得 ＰＫＣ ５ 的 ３

’

端序列 ， 从 中科院动物所邹振老师那里

得到基因 的 ５
’

端序列 。 通过 ＢＬＡ ＳＴＸ （ｈｔｔｐ ： ／／ｗｗｗ． ｎｃ ｂ ｉ ＿ ｎ ｌｍ ． ｎ ｉｈ ．

ｇ
ｏｖ／ ） 分析属于 ＰＫＣ８

的 ５
’

和 ３
’

序列 。 根据这些片段设计基 因 的上下游 引 物 ＰＫＣ５
－Ｆ ：ａｃｇｃｇｃｔｃｃ ｇａｔｇａｇｃｇａｃ

和 ＰＫＣ５
－Ｒ ：ｃｔｇ

ｃ ｇ
ｃｃｔ

ｇｃｔａａａｔ
ｇ

ｔａａｃ 。 通过 ＰＣＲ 扩増 出 ＰＫＣ Ｓ 全长 ， 然后 测序验证 。 用

ＥｘＰＡＳｙ
（ｈｔｔｐ ： ／／ｗｅ ｂ ． ｅｘｐａｓｙ． ｏｒｇ／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 ／ ） 网站确定ＰＫＣ５的开放阅读框 （ ＯＲＦ ） 序列 。

ＳＭＡＲＴ软件 （ ｈｔｔｐ ： ／／ｓｍａｒｔ ． ｅｍｂ ｌ
－ｈｅ ｉｄｅ ｌｂｅｒｇ ． ｄｅ／）分析蛋 白质 的结构域 。 用ＭＥＧＡ５ ． ０

和 ＧＥＮＥＤＯＣ 软件进行蛋 白质序列 比对的进化树制作 。

２ ．２ ． ７ 实时定量 ＰＣＲ

以反转录的 ｃＤＮＡ 第
一

链为模板 ， 设计对应的 ＲＴ 引物 （表 Ｉ ）
，按照下列体系

配置反应液进行实时定量荧光 ＰＣＲ 。

２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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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ＤＮＡ ２
 ｉ

ｌｌ

Ｆ引物 （ ｌ ｐＭ ） ４
ｆ

ｘ ｌ

Ｒ引物 （ １＾Ｍ ） ４ ＾１

２ ＞＜ＳＹＢＲｒｅａ ｌ
－

ｔ ｉｍｅＰＣＲ
ｐ

ｒｅ
－ｍ ｉｘｔｕｒｅ １ ０

 ｜

ｉｌ

总体积 ２０
ｐ

． １

ＰＣＲ
程序设为 ： ９ ５１ １ ５ｍ ｉｎ

；９ ５

〇

Ｃ１ ５ｓ ， ６ ０

°

Ｃ６ ０ ｓ ， ７ ８ｔ读板２ｓ
；６５Ｔ到

９５
＊

£ 分析溶解曲 线 ， 间隔 ０ ． ５
°

Ｃ 。 获得 Ｃ ｔ 值后 ， 用 公式 计算相对 ｍＲＮＡ 的

表达水平 。

ＡＣ ｔ
Ｗ＇ａ

］

， ＡＣ ｔ 实验组表示试验组中基 因的 Ｃ ｔ 值与 内参

ｆａｃ如 基因 的平均值之差 。 ＡＣｔ 对照组表示对照组中基因 的 Ｃ ｔ 值与 内 参
ｙ

ｆｆ
－ａｃ加 基

因 的平均值之差 。 经三次生物性重复和三次技术性重复 ， 得到 的数据经误差分析

（士ＳＤ ）
，
通过 ， 检验分析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／
？ ＜０ ． ０５ ，

＊ ＊

／
？
＜０ ． ０ １ ，＊ ＊ ＊

／
？
＜０ ． ０ ０ １ ） 。

表 １ ． 荧光定量 ＰＣＲ 引物

Ｐ ｒ ｉｍｅｒｎａ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（
５

５

－３
５

）

ＰＫＣ８
－ＲＴＦ ａｃｇｃｃｇ

ｔｇａａｇｔｇｔｔｔｇａ

ＰＫＣ８
－ＲＴＲ ｃａｇａｇｇｔａｇｇｇａ

ｔ
ｇｇ

ｔｔａ
ｇ

ｔｇ

ＥｃＲＢ １
－ＲＴＦ ａａｔｔｇｃｃｃｇｔｃａｇｔａｃｇａ

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ＴＲ ｔｇａｇｃｔｔｃｔｃａｔｔｇａｇｇａ

ＵＳＰ １ 

－ＲＴＦ ｇｇ
ｔｃｃｔｇａｃａｇｃａａｔｇｔｔ

ＵＳＰ １ 

－ＲＴＲ ｔｔｃｃａｇｃｔｃｃａｇｃ ｔｇａｃｔｇａａｇ

ＨＲ３
－ＲＴＦ ｔｃａａｇｃａｃｃ ｔｃａａｃａｇｃａｇｃｃｃ ｔａ

ＨＲ３
－ＲＴＲ ｇａｃ ｔｔｔ

ｇ
ｃ ｔｇａｔｇｔｃａｃｃｃｔｃｃｇｃ

Ｂｒｚ
－７－ＲＴＦ ｇｇｔｇａｃｔｇｔｃｃｔｔａｃ ｔ

ｇ
ｃｇｇｃａｔ

Ｂｒｚ
－

７
－ＲＴＲ ｔｔａａｔｔｃｃｔｔｔ

ｇａｃｃａ
ｔ
ｇａｃｔ

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１ＲＴＦ ｇａｇｔｔｇｇｇａａｔｇｔｔｇｔａｔｇｃ ｔ

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１ＲＴＲ ｇａｔｇｃａｇａｃｇａｔｇａｔｃｃａｔｃａ

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３ＲＴＦ ｇｇａｇａｃａａｇｇｇｔｇｇａｇａａ

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３ＲＴＲ ｇｇａａｇｇｃｇｔ

ｇ
ｔａｔｇｔｇｇ

ｔ

ｃａｓｐ
ａ ｓｅ

－６ＲＴＦ ｇｃ
ｔｇｔ

ｇａ
ｔｃａｇ

ｔｇｃ ｔａｃｇｇａｔ

ｃａｓｐａ ｓｅ
－６ ＲＴＲ ｃｃｇａａｔｃａｇｃｔｇｃａｔａｃａｃｔｔ

Ｐ
－

ａｃｔ ｉｎＲＴＦ ｃ ｃｔｇｇ
ｔａｔｔ

ｇｃｔｇａｃｃｇｔａｔ
ｇｃ

Ｐ
－

ａｃｔｈＲＴＲ


ｃｔｇｔｔｇｇａａｇｇｔｇｇａｇａｇｇｇａａ


２ ．２ ．８ 蛋 白质免疫印记

按上述方法得到含总蛋 白 的上清后 ， 用 Ｂ ｒａｄｆｏｒｄ 法 （
Ｂ ｒａ ｄｆｏｒｄ

，１ ９ ７６
）
测定蛋 白

２４





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


浓度 ， 使之达到 １
－２ｍｇ／ｍ ｌ 。 加入 １ ／２ 体积的 ５ ｘ蛋 白质 处理液处理液煮沸 １ ０ｍ ｉｎ 。 在

每个 ＳＤＳ－ＰＡＧＥ 的加样孔 中加入 ２ ０ 网 的蛋 白进行电泳 ， 电压维持在 Ｖ ，

ＳＤ Ｓ
－ＰＡＧＥ 的浓度用 ７ ， ５％ ， 或 １ ２ ． ５

°九 然后用半干法转膜 ， 进行蛋 白质 印记 。 膜用

０ ．４ ５ 师 的硝酸纤维素膜 。 转完之后的膜用 ５％的脱脂奶粉封 闭 １ｈ 。 脱脂奶粉用 ＴＢ Ｓ

（ １ ０ ｍＭ Ｔｒ ｉｓ
－ＨＣ 丨

，
１ ５０ ｍＭ ＮａＣ ｌ

， ｐＨ ７ ． ５ ）溶解 。之后用
一

抗孵育 ， ４
ｏ

Ｃ 过夜 。用 ＴＢ ＳＴ

（ ＴＢ Ｓ 中 加入 ０ ． ０２％Ｔｗｅｅｎ ） 洗三次 ， 每次 １ ０ｍ ｉｎ 。 用碱性磷酸酶标记 的羊抗兔或

抗鼠的二抗 龟〇１ ： ５０００ 稀释后孵育 ２１１ 。 同样 １＾ ８１
＇

洗三次后加入 １ ０ 〇１ １ 的 丁８ ８
，含

５％的 ＮＢＴ 和 ５％的 ＢＣ ＩＰ 。 黑暗中显色 ２０ｍｉｎ 。

２ ．２ ．９ 过表达载体的构建

携带昆虫 ＩＥ 启动子的 ｐＩＥｘ－４－Ｈ ｉｓ（来 自捷克共和 国科学院生物 中心的 Ｍ ． Ｊ ｉｎｄｍ

教授 ） 用 于在棉铃虫 ＨａＥ ｐ
ｉ 细胞系 中 过表达融合蛋 白 。 首先把绿色荧光蛋 白 ＧＦＰ 和

红色荧光蛋 白 ＲＦＰ 的 ＯＲＦ 序列插入 ｐ
ＩＥｘ４－Ｈ ｉ ｓ 中 ， 构建成 ｐＩＥｘ－４－ＧＰ Ｆ／ＲＦＰ －Ｈ ｉｓ 质

粒 。 在此质粒的基础上把想要表达的基因片段插入 ＧＦＰ／ＲＦＰ 之前 。 用设计的不 同基

因 的 特 异 引 物 经 ＰＣＲ 扩 增 出 基 因 片 段 ， 经 纯 化 、 酶 切 、 连 接 步 骤 插 入

ｐ
ＩＥｘ－ｔＧＰＦ／ＲＦＰ －Ｈ ｉｓ 中 。 引物见表 ２ 。 最终通过过表达或测序验证构建的质粒是否

正确 。

表 ２ ． 构建过表达载体所需引物

Ｐｒ ｉｍｅ ｒｎａｍｅ Ｓ ｅｑｕｅｎｃｅ（５
５

－

３
Ｊ

）

ＡＰＫＣＳｏｅｘＦ ｔｃｇｔｔａａｃ ａｃｇｔｃａａｇａｇａａｇｇｃｃｇｔｇａｇａｃｃｔｔ

ＡＰＫＣＳｏｅｘＲ ｔｇｇｇａｔｃｃｇｃｇａｇｃｔｃｇａｃｇｇｇｇｇｔｃ ｇｃｃ ｔｃｃｇｃｃｃ

ＥｃＲＢ ｌ ｏｅｘＦ ｔａａｃａｃｇ
ｔｃａａｇａｇｃｔｃａｔｇａｇａｃｇｃｃｇｃｔｇｇｔａｔａａｃ



ＥｃＲＢ ｌ ｏｅｘＲ


ｇｃａｇｇｃｇｃｇｃｃｇａｇａｔｃｔｇｇａｇｃ ｇ
ｃｃｇｇｃ ｇａ ｇｔｃｃｇｃｃａ


２ ．２ ． １ ０ 细胞系中蛋白过表达

用 质粒提取试剂盒提取并纯化从大肠杆菌 五 中 扩增得到的 目 的质粒 。 如有

必要需进
一

步用 酚氯仿抽提 ＤＮＡ 法浓缩质粒 ， 使之达到
一

定的浓度 （ ５ ００ｎｇ／
｝
ｉ ｌ ） 。

待细胞培养板中 的细胞密度达 ８ ０％ ， 进行细胞转染 。 以六孔板的
一

个孔为例 ， 分别

在两个无菌离心管中加入 １ ０ ０
Ｍ 的 ０ ． ９％的 ＮａＣ ｌ ， 分标记为 Ａ 和 Ｂ 。 随后在 Ａ 管中

加入 １ ０Ｍ 的转染试剂 Ｑ ｕ ｉｃｋＳ ｈｕｔｔ ｌｅ
－

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， 混勾 。 在 Ｂ 中加入 ５ ｊ

ａｇ 的质粒 ， 混

匆 。 静置 ３ ０ｓ 后将 Ａ 与 Ｂ 混合 ， 待混匀后逐滴滴加进入含 ２ｍ 丨 培养基的培养孔中 。

２ ５





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


２７培养箱中 静置培养 ４ ８ｈ ， 在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荧光或提取细胞蛋 白 做蛋

白免疫印记分析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１ 虫体激素诱导

用 ＤＭＳＯ 作为有机溶剂溶解 ２０Ｅ ， 储存浓度为 １ ０ ｒａｇ／ｍＬ（ ２ ０ ｒａＭ ） 。 用 无菌的

ＰＢ Ｓ 按 １ ：１ ００ 稀释然后每只 ６ 龄 ６ｈ 的幼虫注射 ５
＾ １（ ５ ０ ０ｎｇ ） 的 ２０Ｅ Ｂ 同时等体

积的 ＤＭＳＯ 稀释液也注射进幼虫体内 作为对照 。 分别在 ３ｈ ，６ｈ 和 １ ２ｈ 之后提取

中肠和脂肪体的总 ＲＮＡ。 ｑＲＴ
－ＰＣＲ 分析 ＰＫＣＳ 的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水平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２ 细胞激素诱导

在 ＨａＥ
ｐ

ｉ 细胞中 ， 用 含有 ２ ｐＭ２０Ｅ 的培养基分别孵育细胞 １ ５ｍ ｉｎ ，３ ０ｍ ｉｎ ， １ｈ，

３ｈ 和 ６ｈ 。 等量的 ＤＭＳＯ 处理相同时 间作为对照 。 之后提取细胞 ＲＮＡ ，ｑＲＴ
－ＰＣＲ

分析 ＰＫＣ５ 的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水平 。

２ ．２ ． １３酸酶处理

构建的 ｐ
［Ｅｘ－ＡＰＫＣＳ
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或 ｐｆｆｉｘ－ＥｃＲＢ ｌ
－Ｈ ｉｓ 过表达质粒转染进细胞 ４ ８ｈ 。

用２ｐＭ ２０Ｅ处理３ ０ｍ ｉｎ ， 用Ｒ１ＰＡ裂解液 （ ５ ０ｍＭ Ｔｒ ｉｓ
－ＨＣ ｌ

， ｐＨ７ ．４
，１ ５ ０ｍＭ ＮａＣ ｌ

，１

ｍＭ ＥＤＴＡ
，

ｌ％ ＮＰ －４０
，０ ． １％ＳＤＳ ） 提取细胞蛋 白 。 ４０ 叫 的样品用 ０ ． ５

ｐ ｉ 的 人磷酸酶

处理 ， 同时加入 ５
ｐ ｉ 的反应缓冲液和 ５

ｐ ｉ 的 ＭｎＣ ｌ
２

。 ３ ０孵育 ３ ０ｍ ｉｎ 。 然后用 ７ ． ５％

低浓度 ＳＤ Ｓ －ＰＡＧＥ 进行蛋 白质免疫印记 ， 检测蛋 白 质分子量的变化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４ＨＥ
染色

取材 ： 分离中肠和脂肪体组织

固定 ： ４％的多聚甲醛固定 ，
４１ 过夜 ；

梯度脱水 ： ５ ０％ 乙醇－

７０％乙醇－

８ ０％乙醇－

９ ５％乙醇 －

１ ００％乙醇 －

１ ０ ０％ 乙醇 ， 各 ３０

ｍ ｉｎ
；

透明 ： ５ ０％乙醇和 ５０％二 甲苯混合液 ２ｈ ，
二 甲苯 １ ． ５ｈ ，

二 甲苯 １ ． ５ｈ 。

浸蜡 ： 组织在 ５０％石蜡和 ５０％二 甲苯混合液中 浸泡 ４０ｍ ｉｎ４０１ 。 再经石蜡 Ｉ

３０ｍ ｉｎ ， 石蜡 
Ｉ Ｉ４０ｍｉｎ ，５ ６

°

Ｃ 。

包埋 ： 于 ４ ５
－

６ ０

°

Ｃ 的烫板上把组织放入融化好的石蜡中 ， 补足石蜡 ， 轻放至冷

水中冷却 ；

切片 ： 用切片机把包含组织横切面的蜡块切成 ７ｆ
ｘｍ 厚度的切片 。

脱赌染色 ： 二 甲苯 ２〇 １１１ 丨 １１
－二 甲苯 １ 〇 １１１ 丨 １１

－无水 乙醇 １ 〇 １１１ １１１
－

９ ５％乙醇 １ 〇 １１１ 丨 １１
－

８ ５％

乙醇 １ ０ｍ ｉｎ－７０％乙醇 １ ０ｍ ｉｎ
－

５ ０％乙醇 １ ０ｍ ｉｎ－ 自来水冲洗 １ ０ｓ
－苏木精染色 １ ０ｍ ｉｎ－

２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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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来水冲洗 １ ０ｍｉｎ ：

分化 ： １％的盐酸酒精分化液褪色 ５ｓ ， 自 来水冲洗使其回复蓝色 ；

伊红染色 ： 伊红染色 １ｍ ｉｎ ， 自来水冲洗 ；

封片 ： ８０％的甘油封片 ， 短期保存于 ４
＜

£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５ 办ｍｉ 的合成

在早些年前 ，

一

些实验室发现在鳞翅 目 昆虫 中 ＲＮＡ ｉ技术很难实现 （
Ｔｅｒｅ ｎ ｉｕｓｅｔ

ａ ｌ ．

，２ ０ １ １
）

， 但是近几年己经有很多文章报道在夜蛾科 １ ０ 个属 ２ ５ 个物种 中都成功实

现 了ＲＮＡ ｉ技术 （
Ｘｕ ｅｔ ａ ｌ．

，

２ ０ １６
）

。 长片段 而及飽 在线虫和 昆虫中被切割成多个小片

段特异性 的抑制 ＩＥ标基因 的表达 （
Ｆ ｉｒｅ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１ ９ ９８

；
Ｚａｍｏｒｅ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 ０００

）
。 用设计好的

５
’

端带有 Ｔ ７ 启动子序列 的 引物从 ｃＤＮＡ 中扩增大约 ５００ｂｐ 的靶基因片段 （表 ３ ） 。

以带有 Ｔ ７ 启动子的靶基因片段为模板 ， 按照 ＭＥＧＡｓｃ ｒ ｉ
ｐ
ｔＴＭ ＲＮＡ ｉ 试剂盒中描述的

方法合成 由 对 的纯化对与其发挥 ＲＮＡ ｉ 功能十分关键 。 我们用酚氯仿

方法抽提纯化 办＾４ 。 在用 ＤＮａｓｅ ｌ 降解 ＤＮＡ 模板后 ， 用无 ＲＮａｓｅ 的氷补足到 ２０ ０

吣 然后加入 １０ ０
卜
１ １ 的水饱和酚和 １ ０ ０

Ｍ 的氯仿 。 混匀后 ４

°

Ｃ９ ０ ０〇 ｘ
ｇ 离心 ２０ｍ ｉｎ 。

上清与等体积氯仿混 匀后再离心
一

次 。 将上清转移至新管 中加入 １ ／ １ ０ 体积的 ３Ｍ

（ ｐＨ４ ． ０ ） 的醋酸钠和两倍体积的无水乙醇 ， 混匀在－

２０
＜

Ｃ 过夜 。 ４

〇

Ｃ９００ ０ ＞＾ 离心

１ ０ｍ ｉｎ 收集 办 ７ ５％的 乙醇洗
一

次 ， 离心去掉乙醇 ， 室温风干后用 ２ ０ ｜

ｘ ｌ 的无

ＲＮａ ｓｅ 水溶解 。 取少许 心＿ 通过 １％的琼脂糖 电泳检测合成的纯度及浓度 。

表 ３ ． 合成干扰片段所需引物

Ｐｒ ｉｍｅ ｒｎａｍｅ Ｓｅｑｕ
ｅｎｃｅ

（
５
、
３

’

）

ＰＫＣ８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
ｔａａｔａｃ

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ｔｃ
ｇａｔｇｇａｃ ｔｔｇｔｃａｃｇｇｔａ

ＰＫＣＳ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ａ
ｔｔｔ
ｇｃｃｇｇ

ｔｔｔａｇａ
ｔ
ｇｃａｃ

ＥｃＲＢ １ 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ｇｃ ｔｇｇｔａｔａａｃａａｃｇｇａｇｇａ

ＥｃＲＢ １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
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ａｇｃｔｇｇａｇａｃａａｃｔｃｃｔｃａｃｇ

Ｕ ＳＰ Ｉ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
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ｇａａｃｃａｔｃｃｃｃｔａａｇｔｇｇｔｔｃ

ＵＳＰ １ 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
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ｅ 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ｃｔｔｇａｔｇａｇｃａｇｇａｔｃ ｔｇｇｔｃ

ＧＦＰ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ｔｇｇｔｃｃｃａａｔｔｃｔｃｇｔｇｇａａｃ

ＧＦＰ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 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 ｅ 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
ｔｔｇａａｇｔｔ

ｇａｃｃ
ｔｔｇａｔｇｃｃ

２ ．２ ． １ ６ 虫体 ＲＮＡ 干扰

将合成的 用无菌无核酸酶的 ｌ
ｘＰＢ Ｓ 稀释成合适的浓度 。 取 ５ 龄 １ ２ｈ 的

２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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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虫置于冰上 １ ５ｍ ｉｎ 直到不动为止 。无菌的 前腹部 的体侧 由前向后注入幼虫

的血腔中 。 每只 幼虫需注射两次 办＿ ， 每次 ５
４ 。 第

一

次在 ５ 龄 １ ２ｈ 幼虫中注射

１
Ｈｇ 办及似 ， 第二次在 ６ 龄 ６ｈ 阶段注射 ２

 ｊ

ｘｇ 。 每个干扰实验包含 ３ ０ 只 幼虫 ， 并重

复 ３ 次实验 。 注射 沿ＧＦＰ 作为对照组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７ 细胞系 ＲＮＡ 干扰

与 上 述 转 染 过 表 达 质 粒 的 方 法 相 同 ， 在 六 孔 板 中 ， 用 转 染 试 剂

Ｑｕ ｉｃｋＳ ｈｕｔｔ ｌｅ
－

ｅ ｎｈａｎｃｅｄ把 ２
 ｊ

ｉｇ 的 转进细胞 ， 对照组用相 同质量的 ｆｉ＆ＧＦＰ转染 。

４８ｈ之后 ， 用 ２
ｎＭ的 ２ ０Ｅ或等体积的 ＤＭＳＯ 处理细胞 ６ｈ 。提取总 ＲＮＡ 进行 ｑＲＴ

－ＰＣＲ

分析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８ 磷酸化水平检测

ｐＩＥｘ－ＥｃＲＢ ｌ
－Ｈ ｉｓ和突变质粒 （ ｐＩＥ ｘ

－ＥｃＲＢ ｌ
－Ｔ １ ７６Ａ－Ｈ ｉｓ ，ｐＩＥｘ－ＥｃＲＢ ｌ

－Ｔ １ ７６Ａ －Ｈ ｉｓ ，

ｐ
ＩＥｘ－ＥｃＲＢ ｌ

－Ｔ４ ６ ８Ａ －Ｈ ｉｓ ） 转染进细胞 ７２ ｈ 。 用镍柱纯化得到过表达蛋 白来检测其磷

酸化水平 。 按照磷酸化蛋 白磷酸基估算试剂盒 （ 生工生物 ， 上海 ， 中 国 ） 检测每摩

尔野生型及突变型蛋 白含有的磷酸基摩尔数 。 释放的磷酸基通过孔雀石绿和钼酸铵

定量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９ 免疫共沉淀

传细胞到六孔板 中至合适的密度 ， 使其第二天细胞密度达到 ８０％ 。 共转染需要

验证相互作用 的蛋 白对应的过表达质粒。 ４ ８ ｈ 后 ， 用 ２ ｐＭ ２０Ｅ 或 ＤＭＳＯ 处理细胞

ｌ ｈ 。 ＤＭＳＯ 作为对照 。 随后用 ｌ ｍ ｌ Ｒ ＩＰＡ 裂解液裂解细胞蛋 白 ， １ ２ ０００ ｘｇ ，４
＜

£ 离

心 １ ０ｍ ｉｎ ， 取上清 。 在上清中加入蛋 白 Ａ 柱料 ４Ｔ 缓慢摇晃 １ｈ 去除非特异性结合

的蛋 白 。 １ ２０ ０ ０ ｘｇ ，２ｍ ｉｎ 离心取上清 。 上清与蛋 白 Ａ 柱 ４１ 缓慢摇晃孵育 ２－４ｈ 。

１ ２ ０ ００ ｘｇ ，２ｍ ｉｎ 离心弃上清 ， 用 Ｒ ＩＰＡ 裂解液洗沉淀 ３ 次 。 最后用 ３ ０ｎ ｌ 裂解液悬

起沉淀 ， 加入 １ ５
４ 蛋 白 处理液混匀并煮沸 １ ０ｍ ｉｎ 。 然后通过 ＳＤＳ－ＰＡＧＥ 和蛋 白质

免疫印记检测 目 的蛋 白 。 所用 的
一

抗为抗 ＧＦＰ ， ＲＦＰ 和 Ｈ ｉｓ 单克隆抗体 。

２ ．２ ．２０ 染色质免疫共沉淀

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ＦＰ和ＥｃＲＢ ｌ

－Ｔ４ ６ ８Ａ－ＲＦＰ在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过表达 。 ７２ｈ 后 ， 用２ ０Ｅ处

理细胞 ３ｈｕＤＭ ＳＯ 为阴性对照 。抗 ＲＦＰ 的单克隆抗体用 来沉淀过表达 的蛋 白与 ＥｃＲＥ

序列复合体 。 实验步骤按照碧云天的 ＣｈＩＰ 分析试剂盒的方法进行 。 通过 ｑＲＴ
－ＰＣＲ

检测沉淀 出来的 ＤＮＡ 序列 。 结果 以沉淀后样品 占 ｉｎｐｕｔ 百分比表示 。 Ｉ ｎｐｕｔ ： 免疫沉

淀前的样品 。 沉淀后样 品 占 ｉｎｐｕ
ｔ 百分比 ＝

（
抗体沉淀的样 品 － 没有抗体沉淀 的样

２ 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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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）
／ ｉｎｐｕｔｘ％ 。 检测的引 物为ＥｃＲＥＦ ｌ ：ａｔａｔｔｃ

ｇａａ
ｔｃｇｔ ｔｇｇ

ｃｇ ， ＥｃＲＥＲ ｌ ：ｃａｇｔｇｔａａｔｔａａｇａｇａｃａ

２ ．２ ．２ １ 细胞系中 Ｃａｓｐａｓ ｅ
－３ 活性检测

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过表达 ＡＰＫＣＳ
－ＲＦＰ 蛋白 ， 通过免疫细胞化学的方法进行染色

分析 。 去除培养基后 ， ｌ
ｘＰＢ Ｓ 洗

一

次 。 然后用含有 ２ｐＭ 的 ＮｕｃＶｆｅｗ４ ８８
？标记的

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３ 的底物的 ｌ

ｘＰＢ Ｓ 室温孵育 ３ ０ｍ ｉｎ 。 用 ４％的多聚甲醛 固定 １ ０ｍ ｉｎ 。 用 １

１１１
§／１１１ １ 的 ０入？ １ 对细胞核进行染色 。 室温孵育 １ 〇 １＾ 。 荧光信号用 蔡司 １＾＾１ ７０ ０激

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。

２ ．２ ．２２ 翅盘的体外培养和测量

取 ６ 龄 ４８ｈ 阶段的幼虫置于冰上 １ ５ｍ ｉｎ 直到不动为止 。 然后浸泡在 ７５％的酒

精中 ３ｍ ｉｎ ， 对其表皮进行消毒 。 在体式显微镜下于无菌的 ＰＢ Ｓ 中解剖翅盘 。 解剖

出来的翅盘在含 ３０ ００ 的培养基的 ２４ 孔板 中培养 。 含 １ ０％的胎 牛血清和氨苄青霉

素 （ １ ２ ５
＿ｍ ｌ ） 及硫酸卡那霉素 （ １ ２５

ｐｇ／ｍ ｌ ） 两种抗生素 。 ２７
＜

£ 恒温培养 ４ ８ ｈ 。

同
一

个个体中 可以解剖 出
一

对前翅 ，

一

只用 作对照
一

只 用做实验组 。 翅的长度在显

微镜下通过 目镜上的千分尺测量 。

２ ．２ ．２３ 统计方法

本章中使用 的统计方法包括 （检验和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 。 ／ 检验用 于两个实验组

之间的显著性检测 ， 通过成对检验 ， 取双尾计算 ｐ 值 。 ， ＜０ ． ０５ 表示Ｍ著性差异 ，

＊

，＜０ ． ０ １ 表示极显著 。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用于三个或三个 以上的显著性检测 。 不同

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。

３ 实验结果

３ ． １的克隆及序列分析

我们在棉铃虫的幼虫中肠中克隆到 了的全长 。 ＰＵ全长 ５ １ ４５ｂｐ 包含了

５５ｂｐ 的 ５
’

Ｕｍ ， ４４ ５ ５ ８ｂｐ 的 ＯＲＦ 以及 ６３２ｂ
ｐ 的 ３

’

ＵＴＲ 。 通过系统发育树分析显

示 ＰＫＣ Ｓ 与人的 ＰＫＣ ５ 以及其他昆虫的 ＰＫＣ Ｓ 的亲缘关系较近 。 包括凤蝶 ， 蜜蜂 ，

按蚊以及果蝇 （ 图 ２ ． １ ） ？ＳＭＡＲＴ 软件分析显示人中 典型 的 ＰＫＣＳ 包含了
一

个 Ｃ ２

结构域 ， 两个 Ｃ １ 结构域和
一

个催化结构域 。 ＰＫＣ５ 在部分 昆虫中 只包含两个 Ｃ １ 结

构域和催化结构域 。 例如果蝇的 ＰＫＣＳ 异构体 Ｃ 、 蜜蜂 、 按蚊和风蝶 。 但是在果蝇 ，

家蚕以及棉铃虫 中鉴定到
一

种 ＰＫＣＳ 。 这种 ＰＫＣＳ 蛋 白序列很长且 只包含 了
一

个催化

结构域 （ 图 ２ ． ２Ａ ） 。 Ｐｅｐｔ ｉｄｅＣｕｔｔｅ ｒ 软件分析表明除 了果蝇之外 ， 棉铃虫和其他 昆虫

的 ＰＫＣＳ 有
一

个可能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１ 切割位点 。 在人的 ＰＫＣＳ 中存在
一

个 ｃａｓ ｐａｓｅ
－

３ 切

２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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割位点 （ 图 ２ ． ２Ｂ ） 。 在催化结构域中我们预测到 了
一

个核定位信号 ＰＲＦＲＫＹＴ ， 位于

１ １ ７ ５
－

１ １ ８ １ 氨基酸 。 预示着 Ｐ ＫＣ Ｓ 有定位在细胞核 中 的可能性 。 根据多重序列 比对分

析发现 ， 尽管不 同物种 中 的 ＰＫＣ ５ 存在不同 的结构形态 ， 但是从脊椎动物到无脊椎

动物 ＰＫＣ５ 的催化结构域是非常保守 （ 图 ２ ． ２Ｃ ） 。

７
＞

 ｜

 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 ｒｉ ＤＤＢ Ｇ ０２８２ ９６３ 
Ｘ Ｆ ００４９２ ７７００ ． １

涔

 ｜？ Ｈ ． ａ 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Ｐ ＫＣ ｄ ｅ ｌ ｔａ ＫＲ０４ ７ １ ０４ ． １ ？

＿ ｉ ｆ ！！ Ｄａｎａｕｓ
ｐ ｌｅｘｉ

ｐｐ
ｕｓ ＫＧＭ  １ ６６ ３４ ＥＨＪ ７６ １ ６０ ． １

—
 Ｐａｐ ｉｌｉｏ  ｘｕ ｔｈｕｓ Ｐ Ｋ Ｃ ｄｅ ｌ ｔ ａ Ｋ Ｐ １ ９Ｓ０６ ２ ． １

ＰＫＣ ｄｅ ｌ ｔａ

１ ００ Ａｐ ｉｓ  ｆｌｏｒｅａ ＰＫＣ  ｄ ｅ ｌ ｔａ ＸＰ ００３６９４ ２２ Ｓ ． １

 Ａ ｎｏｐｈｅ ｌｅ ｓ  ｓ ｔａｐｈｅｎｓ ｉ ＰＫＣ  ｄ ｅ ｌ ｔ ａ ＡＧＹ４９６０ ２ １

９
－

 ９７ ｊ



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 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 ｔｅ ｒ
ＰＫＣ  ｄｅ ｌ ｔａ Ｃ ＮＰ ５ １ １ １ ７ １ ． ３

￣

？ 〇 〇 ？ Ｄ ｒｏｓｏｐｈ
ｉ ｌａ ｍｅ ｌａｎ ｏ

ｇ
ａ ｓ ｔｅｒ ＰＫＣ ｄ ｅ ｌ ｔａ Ｅ Ｎ Ｐ ５７ ２ ７ ９ ７ ． ３

Ｍ
 Ｈｏｍｏ  ｓａｐ ｉｅｎ ｓ ＰＫＣ  ｄ ｅ ｌ ｌａ Ｎ Ｐ ９ ９ ７ ７０４ ． １

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 ｒ ＰＫＣＡＡＡ２８ ８ １ ７ ． １

只 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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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ｒｅｅｎｂｏｘ 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ｄ ｉｃ ｔｅｄｎｕｃ ｌｅａｒ ｌｏｃ 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ｇｎａ
ｌ ．Ｔｈｅｂ ｌｕｅｂｏｘ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ｅｄ ｉｃ ｔｅｄ

ｃ ａｓｐａｓ ｅ
－

１ｃ ｌｅａｖａｇ ｅｓ ｉｔｅ ｓ ．Ｔｈｅｒｅｄｂｏｘ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ｓｔｈｅ
ｐｈｏｓ ｐｈｏ 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ｔｅ ｉｎＨ．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ＰＫＣＳａｔ

Ｔｈｒ ｌ ３４ ３ｔｈａｔ ｗ ａｓ ｉｄ ｅｎｔ 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ｈ ｉｓｗ ｏ ｒｋ ．

３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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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．２２０Ｅ 在棉铃虫变态发育时期调控 ／
？沿： ３ 髙表达

为了检测 ＰＫＣＳ 是否参与 昆虫发育调控 ， 我们分别在棉铃虫各个发育阶段的表

皮 、 中肠和脂肪体 中检测 了的 ｍＲＮＡ 水平 。 ｑＲＴ
－ＰＣＲ 分析发现 在棉铃

虫的整个游走期 ， 即 ６ 龄 ７２ 小时幼虫到 ６ 龄 １２０ 小时幼虫阶段 ， 呈现上调表达趋势

（ 图 ２ ． ３Ａ ） 。 这些发现表明 ＰＫＣＳ 可能参与 昆虫的变态发育 。

鉴于己经检测到 了ｉ＾Ｃ ＜５ 在变态时期上调表达 ， 我们进而检测 了２０Ｅ 对

表达的影响 。 在 ６ 龄 ６ 小 时幼虫注射 ２０Ｅ 之后的不同时 间点我们分析了的表

达情况 。 和对照组 ＤＭ ＳＯ 处理相 比较 ， 发现 在中肠和脂肪体中 快速被 ２０Ｅ 上

调 。 然后用 ２０Ｅ 处理 ＨａＥ ｉ 细胞 ， 同样也证 明 在 ２ ０Ｅ 处理后 ０ ．２ ５ｈ 到 ６ｈ 表达

量快速增加 （ 图 ２ ． ３Ｂ ） 。 不 同浓度的 ２０Ｅ 处理细胞后发现 ２０Ｅ 在 ２
ｎ
Ｍ 到 ５

ｊ
ｉＭ 均可

以显著上调 的表达 （ 图 ２ ． ３Ｃ ） 。 ２０Ｅ 可 以在短时间 内 上调表达 我们猜

测这种调控可能是
一

种直接调控 。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， 我们用放线菌酮抑制 了ＨａＥｐ ｉ

细胞系中蛋 白质 的合成途径 ， 然后检测 了２０Ｅ 对 的影响 。 结果证 明抑制 了蛋

白合成后并不影响 ２０Ｅ 对 的诱导 ， 说明这种调控是
一

种直接性的 （ 图 ２ ． ３Ｄ ） 。

２０Ｅ 的核受体以及与它形成异源二聚体形式的 Ｕ ＳＰ １ 在 ２０Ｅ 诱导 的基因表达过

程中起重要作用 。 为了进
一

步探宄 ２ ０Ｅ 对 ＰＫＣＳ 的调控方式 ， 我们通过 ＲＮＡ ｉ 技术

降低了ＥｃＲＢ １ 和 ＵＳＰ １ 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 中表达 。 与对照姐 办ＧＦＰ 相 比 ， 干扰 ＥｃＲＢ １

或 ＵＳＰ １ 后 ２ ０Ｅ 对 ＰｒＣＪ 的诱导被抑制 （ 图 ２ ． ３Ｅ 和 Ｆ ） 。说 明 ２０Ｅ通过 ＥｃＲＢ １ 和 Ｕ ＳＰ １

介导 的表达 。

为了检测 在非凋亡组织中 的表达 ， 我们从取食期 ６ 龄 ４ ８ｈ 到变态期 ６ 龄

１２ ０ ｈ 的幼虫中分离 出 了成虫的翅盘组织 。 形态观察发现在幼虫进入游走期之后 ， 即

６ 龄 ７２ｈ 到 ６ 龄 １ ２ ０ｈ 的幼虫 ， 翅盘会快速生长 （ 图 ２ ． ４Ａ ） 。 在幼虫生长发育过程

中 ， 翅盘中 ＰＫＣＳ 在取食期 ６ 龄 ４８ｈ 的幼虫中 的表达相对较高 ， 但是随着幼虫的生

长发育 ， 翅盘中 的表达逐步降低 （ 图 ２ ．４Ｂ ） 。 然后我们从 ６ 龄 ４８ｈ 幼虫 中分

离 出前翅盘并在体外进行培养 。 在培养基中施加 ２０Ｅ 孵育细胞后检测 尸 的表达 。

结果显示用 １ｊ
ｉＭ 和 ５

ｈＭ２０Ｅ 分别处理后 ， 的表达均被抑制 （ 图 ２ ．４Ｃ ） 。 这

些数据表明 ＰＫＣ５ 的表达与 ２０Ｅ 的浓度 以及翅盘的生长呈负相关 。

３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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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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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
ｅｌ ｄｓＧＦＰ＋２０Ｅ？

Ｒ＊ｌ ｄｓＧＦＰ＋２０Ｅ

Ｚ
＾□ 

ｄｓＥｃＲＢＵ２０Ｅ〇

Ｄ□  ＜ｆｃＵＳＰ １ ＋２０Ｅ

Ｉ
；ＭＭｉ

Ｓａｍ

＾ＥｃＲＢ １ＰＫＣ５＾ＵＳＰｔＰＫＣ６

图 ２ ． ３ ．

ｑＲＴ
－ＰＣＲ 表明 ２０Ｅ上调 ＰＫＣ８的表达 。

（
Ａ

）幼虫不同发育阶段 ＰＫＣＳ 的表达模式 。

５厂 ５ 龄取食期幼虫 ５＾ ５ 龄蜕皮期幼虫 。 ６也－

６
，

６ １ １＞ ２４
，
６也－ ４ ８

，
６也－ ７２

，

６出－ ９６
，
和 ６出 －

１ ２０ 表

示相应时间 的 ６ 龄幼虫 。 ＰＯ ｄ 和 Ｐ２ｄ 表示刚化蛹和化蛹两天 。 Ｆ ， 取食期 ；
Ｍ ， 蜕皮 ；

ＭＭ ，

变态时期蜕皮 ；
Ｐ ， 蛹 。

（
Ｂ

） 中肠 ， 脂肪体 （每只幼虫注射 ５ ００ｎｇ２０Ｅ ） 以及 ＨａＥｐ ｉ 细胞系

（ ２ｎＭ２０Ｅ） 中 ＷＫ：施Ｉ转录水平 。 等量的 ＤＭＳＯ 作为阴性对照 。

（
Ｃ

）不同浓度的 ２０Ｅ 处

理 ＨａＥｐ ｉ 细胞 ３ｈ 后检测 ＰＫＣ棚表达 。 ＤＭＳＯ 作为阴性对照 。
（
Ｄ

）
蛋 白合成抑制剂放线菌酮

对 尸沿：綠达的影响 。 对照实验细胞用 ＤＭＳＯ 或 ２
ｎ
Ｍ２０Ｅ 处理 ３ｈ 。 其他细胞用 ５ ０

ｐＭ 放

线菌酮孵育 ３ ０ 分钟 ， 然后用 ２
ｎＭ２ ０Ｅ 处理 ３ｈ 。

（
Ｅ

）和 （
Ｆ

）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用 办Ｅｄ？５ ｉ 或

冶Ｗ ７（
２ｎｇ／

ｍ ｌ 处理 ４ ８ｈ
）干扰 五 或 ｔ／ＳＰ ７ 后用 ２０Ｅ

（
２ｎＭ）

处理 ６ｈ 。 必ＧＦＰ 和

ＤＭＳＯ 作为阴性对照 。 ｍＲＮＡ 的相对表达水平用公式 ２
＾ｅ Ｔ计算 出来 。 误差线表示平均值±

ＳＤ 。 用 ／ 检验分析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 ５

）
。 所有的 ｑ

ＲＴ－ＰＣＲ 数据经过三

次生物性重复和技术性重复得来 。

３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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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ＭＭＰ

图 ２ ．４ ． 在成虫翅盘中 ２ ０Ｅ抑制了的表达。
（
Ａ

） 棉铃虫 ６ 龄 ４ ８ｈ 到 ６ 龄 １ ２０ｈ 幼虫中

成虫前翅盘的发育 。
（
Ｂ

） 成虫前翅盘中 在不 同发育阶段的表达模式 。 误差线表示三次

实验数据平均值＋ ＳＤ 。 用 ＡＮＯＶＡ 分析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显著性差异 （
Ｃ

）
２ ０Ｅ 抑制 了翅盘

中 尸紅＾ 表达 。 用 ２０Ｅ
（

１
ｎＭｏｒ５

 ｊ

ｉＭ
）处理体外培养的翅盘 ４ ８ｈ ， 然后提取 ＲＮＡ 。 ＤＭＳＯ 作

为阴性对照 。

ｑ
ＲＴ－ＰＣＲ 分析 ＰＸＧ５ 的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水平 。 误差线表示三组实验 （每组 １ ２

只翅 ）平均值士８０ 。 用 ？ 检验分析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ｐ
＜ ０ ． ０５

）
。所有的 ｑ

ＲＴ－ＰＣＲ

数据经过三次生物性重复和技术性重复得来 。

Ｆ ｉｇｕ ｒｅ２． ４ ．Ｔｈ ｅｅ ｘｐ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ｏｆＰＫＣＳｗａ ｓｒｅ ｐ
ｒｅｓ ｓｅ ｄｂｙ２ ０Ｅ ｉ ｎｗｉｎ

ｇ ｉｍ ａｇ ｉ ｎ ａ ｌｄ ｉ ｓｋ ．（
Ａ

）

Ｄｅｖｅ ｌｏｐ
ｍ 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ｗ ｉｎｇ ｉｍ ａｇ

ｉｎａ ｌｄ ｉｓ ｋｏｆＨ
．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ｆｒｏｍ６ｔｈ －４ ８ｈｔｏ６ ｔｈ －

１ ２ ０ｈ ｌａｒｖａｅ ．（
Ｂ

）

３ 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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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ｅｌａｔ ｉｖ ｅｍＲＮＡ  ｌｅｖｅ ｌｓｏｆ ＰＫＣＳ ｉｎｆｏｒｅｗ ｉｎｇ
ｉ ｔｎ＾ ｉｎａ ｌｄ ｉｓｋｄｕｒ ｉｎｇ

ｌａｒｖａ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．６ｔｈ －４８ｈ
，

６ｔｈ－７２ｈ
，６ｔｈ

－９６ｈ
，ａｎｄ６ｔｈ

－

１ ２０ ｈ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６ｔｈ ｉｎｓ 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ａｔ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
ｈｏｕｒｓ ．Ｐ０ｔｏＰ８

ｉｎｄ ｉｃａｔｅ０－

ｔｏ８－ｄａｙ
－ｏ ｌｄ

ｐｕｐａｅ ．Ｆ
，ｆｅｅｄ ｉｎｇ ；

Ｍ
，ｍｏ ｌｔ ｉｎｇ ；

ＭＭ
，ｍｅｔａｍｏｒｐ

ｈｉｃｍｏ ｌｔ ｉｎｇ ；Ｐ，ｐｕｐａ ．Ｔｈｅ

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土Ｓ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１ ０ｄｉｓｋｓ ．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ｅｄｕｓ ｉｎ
ｇ

ＡＮＯＶＡａｎｄ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．（
Ｃ

）２０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ＰＫＣＳ

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ｅｗ ｉｎｇ
ｄ ｉｓｋ ．ＴｈｅｍＲＮＡ ｗ 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ｆｔｅｒ ｗ ｉｎｇ

ｄ ｉｓｋｓｃｕ ｌｔｕｒｅｄｗ ｉｔｈ ２０Ｅ
（

１
 （

ｘＭ

ｏｒ５
 ｊ

ｘＭ
）
ｆｏｒ４８ｈ．ＤＭＳＯａｓ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ＲＮＡ ｏｆ ＰＫＣ８ｗａｓａｎａｆｙｚｅｄｂｙ

ｑ
ＲＴ－ＰＣＲ ．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１ ２ｄ ｉｓｋｓ ．Ｓ ｉ

ｇｎｉｆ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ｗｅｒｅｃａｋｕ ｌａｔｅｄ

ｕｓ ｉｎｇ
Ｓｔｕｄｅｎｆｓｔ ｔｅｓ ｔ

（

＊

ｐ
＜０． ０５

）
．Ｔｈｒｅｅｂ 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ｒｅｐ ｌ ｉｃ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 ｌ ｉｃａｔｅｓｗｅｒｅ

ｐｅｒ
ｆｏｒｍ 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 ．

３ ．３ 幼虫 中干扰 ＰＫＣ６ 抑制 了变态发育

为了进
一

步研究 ＰＫＣＳ 在幼虫到蛹的转变过程中的功能 ， 我们在幼虫血腔中注

射 办 干扰后的幼虫生长缓慢并且不能正常化蛹 ， 最终导致死亡 （ 图 ２ ． ５Ａ ） 。

注射心 的幼虫致死率是注射由 ＜％Ｐ 的 １ ２ 倍 （ 图 ２ ． ５ａ ） 。在第二次注射办＿ ９６

ｈ 后分离出 中肠观察发现 ， 对照组的 中肠己经发生降解并变成红色 ， 而实验组的幼

虫并没有变红 （ 图 ２ ． ５Ｂ ） 。 进
一

步 的组织化学分析表明对照组 中的幼虫中肠 已经和

成虫中肠发生分离 。 然而实验组的幼虫中肠并没有 明显的分离 （ 图 ２ ． ５Ｃ ） 。 同样的 ，

在脂肪体组织中对照组 办ＧＦＰ 显示 出现降解状态 ， 但是在干扰掉 ＰＸＣｄ 的幼虫 中 ，

脂肪细胞仍然紧密 的排列在
一

起没有发生降解 （ 图 ２ ． ５Ｄ ） 。 同 时我们还检测 了不同

处理下的基因表达 。 ｑＲＴ
－ＰＣＲ 结果表明凋亡执行基因 ｃｏｓｐｏｓｅ

－３ 和 以及变

态调控转录因子 协ｙ－ ７ 在 Ｐ尺＜３ 干扰后的 中肠和脂肪体 中的表达量下 降 （ 图 ２ ． ５Ｅ 和

Ｆ ） 。 这些数据表明 ＰＫＣＳ 在 昆虫变态过程中通过调控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参与 到 中

肠和脂肪体的降解 。

３ 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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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ｒ
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ｆｔｅ ｒ  ｉ ｎ

ｊ
ｅｃｔ ｉｏｎｏ ｆ ｄｓＲＮＡｇ＾Ｈ Ｅｓ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 （

ａ ｆｔｅ ｒ ９６ｈ
）

ｄｓＧＦＰ ｄ￥ＰＫＣ６

￣

ｄｓＧＦＰｄｓＰＫＣｄ ｄｓＧＦＰｄｓＰＫＣｄ

ＭＤ ｕｍ ｍ

ＢＭｏｐｈｏ ｌｏｇｙ 
ｏｆ ｍ ｉｄｇｕ ｔ（

ａ ｆｔｅ ｒ ９６ｈ
）Ｄ

ｄｓ〇ＦＰｄｓＰＫＣＳ ｄｓＧＦＰｄｓＰＫＣＳ

Ｅ
芸ＰＫＣ５ ＲＮＡ ｉ  ｉ ｎｍ ｉｄｇ ｕ ｔ ＾

？ＰＫＣ５ ＲＮＡｉ  ｉ ｎ ｆａｔ ｂｏｄｙ

？“ＯｄｓＧＦＰＵｄｓＰＫＣＳ ＜０
 Ｍ？ＯｄｓＧＦＰｍｄｓＰＫＣＳ

丄 丄 丄 丄＜
１ － ５

｜
１ － 〇

 ｒ
ｆ

ｉ ｒ

＾
ｉ ｒ

＾
ｉ ｆ

ｌ
ｉ

Ｅ０ ． ５ Ｌ ￡０ ． ５ １

ｇ ０ ０
ｆｉ Ｆ ｌ ｌｍ ｌ １ １ ｇ

〇 ０
ｌ ｌｍ  ． ＼ｍ ＼ ｌｉｉ ． ｌ １ １ １

？

＇

＾／Ｊ
１

Ｊ ｉ２丨 ，

厂－ Ｖ ／
＇

图 ２ ．Ｓ 通过 ＲＮＡ ｉ 抑制 ＰＫＣ雄幼虫中的表达后抑制了幼虫化蛹和幼虫组织的 ＰＣＤ ， 同

时还抑制了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。
（
Ａ

） 两次注射 办ｉｌＣｄ降低 ＰＫＣＳ在幼虫中 的表达观察生

长发育过程中 的表型变化 。 第
一

次注射在 ５ 龄 １ ２ｈ 的幼虫期 ， 第二次注射在 ６ 龄 ６ ｈ 阶段 。

每次注射 １
－２

 ｆ
ｉｇ 。 在第二次注射 ９０ｈ 和 １ ２０ｈ 之后观察表型 。 治ＧＦＰ 作为阴性对照 。

（
ａ
） 根

据三次重复实验用 ｔ 检验分析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幼虫致死率的显著性差异 。每组实验注射 ３ ０

只幼虫 ， 待全部化蛹之后统计死亡数量 。 误差线表示三次实验数据平均值±ＳＤ 。
（
Ｂ

）
第二次

注射 ９６ｈ 之后解剖观察中肠形态 。 ＭＧ ， 中肠 。
（
Ｃ

） 和 （
Ｄ

）
ＨＥ 染色分析注射 ９６ｈ 后 中肠的

横切面形态 。 ＬＭ ， 幼虫中肠 ； ＩＭ ， 成虫 中肠 。
（
Ｅ

） 和 （
Ｆ

） ｑＫＴ
－ＰＣＲ 检测中肠和脂肪体中凋

亡相关基因的表达 。 误差线表示三次实验数据平均值±ＳＤ 。 用 ／ 检验分析对照组与实验组的

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 ５

，

＊ ＊

ｐ
＜

０ ． ０ １
）

。

Ｆｉｇｕ ｒｅ２ ． ５．ＰＡＴＣ？ ｋ ｎ ｏ ｃｋ ｄｏｗｎｖ ｉａＲＮＡ ｉ ｉ ｎ ｌａ ｒｖ ａｅｒｅｓ ｔｒａ ｉｎｓ ｌａ ｒｖａ ｌ

ｐｕ ｐ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 ｉ ｓｓ ｕｅＰＣＤ

ａｎ ｄｓ ｕ ｐｐ
ｒｅ ｓ ｓｅ ｓａ ｐｏｐｔｏ ｔ ｉ ｃ

ｇｅ
ｎ ｅｅ ｘｐｒｅ ｓｓ ｉ ｏｎ ．（

Ａ
）Ｉ ｎ ｓ ｅｃ ｔ

ｐ
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ｓａｆｔｅｒＰＫＣ８ｋｎｏｃ ｋｄｏｗｎｖ ｉａ

ｔｗ ｏ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ｓｏｆｄｓＰＫＣＳｏｒｄｓＧＦＰ

（
１
－２

 ｜

ｘｇ）
ｉｎｔｏ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 ｌｈｅｍｏｃ ｏｅ ｌ

（
ｔｈｅｆｉｒ ｓ ｔ ｉｎ５ ｔｈ

－

ｉｎｓ ｔａｒ１ ２ｈ

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ｔｈｅｓ ｅｃ ｏｎｄ ｉｎ６ ｔｈ ｉｎ ｓ ｔａｒ６ｈ ｌａｒｖａｅ
）

．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 ｅｒｅｏｂｓ ｅｒｖｅｄａｔ９０ｈａｎｄ １ ４４ｈａｆｔｅｒ

ｔｈｅｓ ｅｃ ｏｎｄ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 ，（

ａ
）
Ｓ 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 ｓｏｆ ｌａｒｖａ ｌ ｌｅｔｈａ ｌ ｉｔｙａｆｔｅｒ ｉｎ
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ｄｓＲＮＡｂｙ

Ｓ ｔｕｄｅｎｆ ｓｔ ｔｅｓ ｔ

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 ｌｒｅｐ ｅａｔ ｓ ．Ｅｖｅｒｙｔｈ ｉｒｔｙ ｌａｒｖａｅｗ ｅｒｅ ｉｎ
ｊ
ｅｃ ｔｅｄｗ ｉｔｈｄｓＲＮＡ ｉｎｅａｃ ｈｅｘｐｅｒ

ｉｍｅｎｔ

ａｎｄｔｈｅｄ ｅａｄ ｌａｒｖａｅｗ ｅｒｅｃ ｏｕｎｔｅｄ ｗ ｈｅｎａ ｌ ｌｏｆ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ｅｈａｄｂ ｅｃ ｏｍ ｅ
ｐｕｐａｅ ｉｎｔｈｅｄｓＧＦＰｃ ｏｎｔｒｏ ｌ ．

Ｔｈｅｖａ 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 ｅａｎ土ＳＤ ．

（
Ｂ

）
Ｍ ｉｄｇｕｔ

ｐ
ｈｅｎｏ ｔｙｐｅｓｏ

ｂｓ ｅｒｖｅｄａｔ９６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 ｅｃ ｏｎｄｄｓＰＫＣ８

ｏｒｄｓＧＦ Ｐ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 ．ＭＱｍ ｉｄｇｕｔ ．

（
Ｃ

）
ａｎｄ

（
Ｄ

）
Ｈｅｍａｔｏｘｙ

ｌ ｉｎａｎｄｅｏｓ ｉｎｓ ｔａ ｉｎ ｉｎｇｓ ｈｏｗ ｉｎ
ｇ

ｔｈｅｔ ｉｓ ｓ ｕｅ

ｈ ｉｓ ｔｏ 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ｍ ｉｄｇｕｔａｔ９６ｈａｆｔ ｅｒｔｈｅｓ ｅｃ ｏｎｄｄｓＰＫＣＳｏｒｄｓＧＦＰ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 ．Ｔ ｉｓ ｓｕｅｓｗ ｅ ｒｅ

ｃ ｏ ｌｌｅｃ ｔｅｄｄｕｒ ｉｎｇ
ｔｈ ｅｏｂ ｓ ｅ ｒｖａｔ ｉｏｎ ｓ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ｄ ｉｎＢ ．ＬＭ

， ｌ ａｒｖａ ｌｍ ｉｄｇｕｔ
；

ＩＭ
，

ｉｍ ａｇ
ｉｎａ ｌｍ ｉｄｇｕｔ ．（

Ｅ
）ａｎｄ

３ 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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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Ｆ

）
Ｄ ｅ ｔ 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ａ

ｐ
ｏ
ｐ

ｔｏｓ ｉｓ
－

ｒｅ ｌａｔ ｅｄ
ｇｅｎｅｓｕ ｓ ｉｎｇｑ

ＲＴ－ＰＣＲ ｉｎ ｔｈｅｍ ｉｄ
ｇ ｕ ｔａｎｄｆａ ｔｂｏｄｙ 

ｔ ｉｓ ｓ ｕｅａｆｔｅ ｒｔｈｅ

ｓ ｅｃ ｏｎｄ ｄｓＰＫＣｄ ｏ ｒｄｓＧＦＰ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ｆｏｒ９６ｈ ．Ｔｈｅｖａ ｌｕｅｓａｒｅ  ｔｈ ｅｍ ｅａｎ±ＳＤ ．Ｓ ｉｇ

ｎ ｉｆ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ｃ ｅ ｓ

ｗ ｅ ｒ ｅ ｃ ａ ｌｃ ｕ ｌａｔｅｄｕ ｓ ｉｎ
ｇ

Ｓ ｔｕｄｅｎｆ ｓ／  ｔｅｓ ｔ ｆｒｏｍ  ｔｈ ｒｅｅ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 ｌｒｅ
ｐ
ｅａｔ ｓ

（

＊

ｐ

＜ ０ ． ０５
，

＊ ＊

ｐ
＜ ０ ． ０ １

）
．

为确认 ２０Ｅ 在变态时期促进翅盘 的生长 ， 我们 以棉铃虫为材料 ， 从 ６ 龄 ４ ８ｈ 的

幼虫 中 分离 出 前翅并在体外培养 。 和之前在烟草天蛾 中 报道 的
一

样 （
Ｎ ｉ

ｊ
ｈ ｏｕ ｔｅ ｔ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０ ７
）

，２ ０Ｅ 确实能够促进翅盘的生长 （ 图 ２ ． ６Ａ） 。 当 注射 ＡＰｉ ｉＵ 进入幼虫千扰

后 ， 翅的生长相 比于对照组而言 明 显被抑制 （ 图 ２ ． ６Ｂ 和 Ｃ ） 。 有趣的是在降低 ＰＸＣＶ５

的表达后 和 ５ ７

－

Ｚ－ ７ 的表达反而升高 （ 图 ２ ． ６Ｄ ）
， 与 中肠这种凋 亡组织 的基

因表达情况正好相反 （ 图 ２ ． ６Ｅ ） 。 具体的作用机理还有待进
一

步研宄 。

Ａ （
ｍ ｍ

）１
°
 （
ｍ ｍ

）

ｉｉ
〇 － ｅ

ｔｎＭ＿！ｒ
ｓ ｉ ｔ

０ ８

＾^２ｒ
－ｍｎ ｏ ． ５ ｍｍｒ

Ｑｒ

Ｄ Ｅ
＾
ＰＫＣ ５Ｒｆｓ ｌＡ ｉ ｉ ｎｗ ｉ ｎ ｇ

ｄ ｉ ｓ ｋｍＰＫＣ ５ＲＮＡ ｉ ｉ ｎｍ ｉｄｇ ｕ ｔ

一〇

＞＿＾ ｄｓＧ ＦＰ ＜^ ｄｓＰＫＣ５Ｍｒ〇 ｄｓ Ｇ ＦＰ■ ｄｓＰＫＣＳ
兰３

「＊＊
一

１ ． ５
「

｜
２

－

＊
＂

Ｉ＾ ｉｆｎＩ

＇

ｉｔｅ ． ．ｍｍｒＤ
．ｉＪ ａ ｌ Ｌ ｌ ｂ ｌ ｉ

ｉ／／／

／３
／／

／／

图 ２ ． ６ ． 虫体 中干扰掉 Ｐ／ｆＧＪ 抑制了翅盘的生长并促进翅盘中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 。
（
Ａ

）

２ ０Ｅ 促进翅盘的生长 。 从 ６ 龄 ４ ８ｈ 幼虫 中分离 出成虫前翅盘进行体外培养 ， ２ ０Ｅ 处理 ４ ８ｈ ？

用 目 镜千分尺测量翅盘的长度 。 分别用 １
卜
ｉＭ 低浓度 ２ ０Ｅ 和 ５ｐ

Ｍ 高浓度 ２ ０ Ｅ 。 ＤＭＳＯ 作

为 阴性对照 。 根据 １ ０ 个翅的测量数据计算误差 。
（
Ｂ

） 注射 办＿ 后观察前翅的表形 。 第二

次注射 必 ８ ０ ｈ 后分离前翅盘 ， 显微镜观察拍 照 。 Ａ
＇

Ｇ凡Ｐ 作为对照 。

（
Ｃ

） 虫体中干扰

后翅盘的长度 。 显微镜下测量分离的翅盘 。 根据 ６ 个翅长数据计算误差 。 用 Ｚ 检验分析对照

组与实验组的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５

）
。

（
Ｄ

） 和 （
Ｅ

）ｑ
ＲＴ－ ＰＣＲ 检测 中肠和翅盘中 凋亡相关基因

的表达 。 第二次注射 ８ ０ｈ 分离 中肠与翅盘提取 ｍ ＲＮ Ａ 。 根据 ３ 次重复数据计算误差 。 用 ／

检验分析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 ５

）
。 所有的 ｑ

ＲＴ－ ＰＣＲ 数据经过三次生物性重

复和技术性重复得来 。

Ｆ ｉ

ｇ
ｕ ｒｅ２ ． ６ ．ＰＫＣＳｋ ｎ ｏｄｖ ｄ ｏｗｎｖ ｉ ａＲＮＡ ｉ ｉ ｎ ｌ ａ ｒｖ ａｅｒｅ ｓ ｔ ｒａ ｉｎ ｓｗ ｉ ｎ

ｇ
ｉｍ ａ

ｇ
ｉ ｎ ａ ｌｄ ｉ ｓｋｇ ｒｏｗｔ ｈａ ｎ ｄ

ｐ ｒｏｍ ｏ ｔ ｅ ｓａ ｐｏ ｐ ｔ ｏ ｔ ｉ ｃｇｅ ｎｅｅ ｘ ｐ
ｒｅｓ ｓ ｉ ｏｎ ｉ ｎｗ ｉ ｎ

ｇ
ｄ ｉ ｓ ｋ ．（

Ａ
）

２ ０Ｅ
ｐ

ｒ ｏｍ ｏ ｔ ｅ ｓｆｏ ｒｅｗ ｉｎｇｄ ｉｓ ｋ
ｇｒｏｗ ｔｈ ．

３ 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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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 ｏｒｅｗ ｉｎｇ
ｉｍ ａｇ ｉｎａ ｌｄ ｉｓｋｓｗ ｅｒ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ｃ ｕｌｔｕｒｅｄ ｉｎＧ ｒａｃｅ

＇

ｓｍ ｅｄ ｉｕｍｗ ｉｔｈ２０Ｅｆｏｒ４８ｈ ．Ｔｈｅ

ｗ ｉｎｇｄ ｉｓｋ ｌｅｎｇｔｈ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ｕｓ ｉｎｇ
ｏｃｕ ｌａｒｍ ｉｃ ｒｏｍｅｔｅｒ ．２０Ｅｕｓ ｅｄａ ｌｏｗｏ

＊

ｃｏ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
（

１
 ＼

ｉＭ
）

ａｎｄａｈ ｉｇｈｅｒｃ ｏ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
（
５
 ｊ

ｉＭ
）

．ＤＭＳＯ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ａ ｓ ｏ ｌｖｅｎｔｃ ｏｎ ｔｒｏ ｌＥａｃｈｂ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

ｍｅａｎｏｆ１ ０ｄ ｉｓｋｓ ．Ｂａｒｓａｒｅ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ｉｒｏｒｓ ．（
Ｂ
）
Ｍｏｒｐ

ｈｏ ｌｏｇｙｏｆｆｏｒｅｗ ｉｎｇ ｉｍａｇ ｉｎａ ｌｄ ｉｓｋａｆｔｅｒ

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ｄｓＲＮＡ ．Ｔｈｅｆｒｅｓｈｆｏｒｅｗ ｉｎｇｄ ｉｓｋｓｗ ｅｒ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ｍ ｉｃ ｒｏｓｃｏｐｅ

ｆｏｒｏｂｓ ｅｒｖ ｉｎｇ

ａｆｔｅｒ ｔｗ ｏ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ｄｓＲＮＡｆｏｒ８０ｈｏｕｒｓ ．ｄｓＧＦＰａｓａ 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ｅｘｐｅｒ

ｉｍｅｎｔ ．

（
Ｃ

）
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ｗ ｉｎｇ

ｉｍａｇ ｉｎａ ｌｄ ｉｓｋａｆｔｅｒ ＰＫＣ５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．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ｆｏｒｅｗ ｉｎｇ
ｄ ｉｓｋ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ｕｓ ｉｎｇｏｃ ｕ

ｌａｒ

ｍ ｉｃ ｒｏｍｅ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 ｉｓｋｓｗ ｅｒｅｓ ｅｐ
ａｒａｔｅｄ ．Ｅａｃｈｂ ａｒｒｅｐ

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ｏｆ６ｄ ｉｓｋｓ ．Ｓ ｉｇｎ ｉｆ ｉｃａｎｔ

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ｗ ｅｒｅｃ ａｌｃ ｕ ｌａｔｅｄｕｓ ｉｎｇＳ ｔｕｄｅｎｆ ｓｌｔｅｓｔ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５

）
．（
Ｄ

）ａｎｄ（
ＪＥ＾Ｄｅｔ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

ａ
ｐ
ｏｐ ｔｏｓ ｉｓ

－

ｒｅ ｌａｔｅｄ
ｇｅｎｅｓｕｓ ｉｎ

ｇｑ
ＲＴ－ＰＣＲ ｉｎｔｈｅｗ ｉｎｇ

ｄ ｉｓｋａｎｄｍ ｉｄ
ｇｕ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 ｅｃ ｏｎｄｄｓＰＫＣＳｏ ｒ

ｄｓＧＦＰ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ｆｏｒ８０ｈｏｕｒｓ ．Ｔｈｅ ｗ ｉｎｇ

ｄ ｉｓｋａｎｄｍ ｉｄｇｕｔ ｗ ｅｒｅ ｓ ｅ
ｐ
ａ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 ａｍｅ ｉｎｄ ｉｖ ｉｄｕ ａ ｌ ．

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
士ＳＤ ．Ｓ ｉｇｎ

ｉｆ 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ｗ ｅｒｅｃ ａ ｌｃ ｕｌａｔｅｄｕｓ ｉｎｇ
Ｓ ｔｕｄｅｎｔ

’

ｓｆ ｔｅｓ ｔ
（

＊

ｐ

＜

０ ． ０５
）

．Ｔｈｒｅｅ ｂ ｉｏ ｌｏｇｉｃ ａｌｒｅｐ
ｌｉｃ ａｔｅｓ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ｔｅｃｈｎ ｉｃ ａ ｌ ｒｅ

ｐ
ｌｉｃ ａｔｅｓｗ ｅｒｅ

ｐｅｒｆｏｒｍ 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
ｑ
ＲＴ －ＰＣＲ ．

３ ．４ 过表达 ＰＫＣ§ 催化结构域引起细胞凋亡

我们构建 了携带 ＰＫＣ５ 催化域 （ ＡＰＫＣ５ ） 以及 ＲＦＰ 蛋 白序列和 Ｈ ｉｓ 标签的融合

质粒 （ ｐＩＥｘ－４－ＡＰＫＣ５ 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） 。 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通过转染该质粒从而过表达 ＡＰＫＣ８

来研究该结构域在细胞凋亡 中 的功能 。 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结果显示 ＡＰＫＣＳ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在

ＤＭＳＯ 和 ２０Ｅ 处理条件 下 呈现相 同 的 分子量 。 但 是 用 Ｌ 蛋 白 磷酸 酶处理后

ＡＰＫＣＳ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分子量下降 ， 表明 ＡＰＫＣ５ 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以磷酸化的形式存在 （ 图 ２ ． ７Ａ ） 。

根据人类 ＰＫＣ５ 己经发现的磷酸化位点 ， 我们在棉铃虫 ＰＫＣＳ 中 鉴定到两个保守的

丝氨酸和苏氨酸残基 （ Ｓｅ ｒ ｌ ｌ ９５ 和 Ｔｈｒ ｌ ３ ４３ 分别对应人类 Ｓｅ ｒ３ ６ ９ 和 Ｔｈｒ５ 〇 ７ ） 。 Ｓ １ １ ９ ５

和 Ｔ １ ３４ ３ 分别用 丙氨酸替换构建两个突变质粒 （ Ｓ １ １ ９ ５Ａ 和 Ｔ １ ３ ４３Ａ ） 。 在细胞 中分

别过表达 ＡＰＫＣＳ 的野生型和突变型 ， ｗｅｓｔｅ ｒ ｎｂ ｌｏｔ 结果显示 Ｔ １ ３ ４ ３Ａ 出现分子量的下

调 ， 表明 ＡＰＫＣＳ 的磷酸化位点是 Ｔｈｒ ｌ ３４ ３（ 图 ２ ． ７Ｂ ） 。 显微镜下观察 ＡＰＫＣ５ 的定位

情况 ， 发现野生型和 Ｔ １ ３ ４ ３Ａ 突变型都是定位在细胞核 中 ， 但是只有 ＡＰＫＣ５ 野生型

显著增加 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３ 的活性 ， 突变型则没有 （ 图 ２ ． ７Ｃ 和 ｃ ） 。 此外 ， 当过表达 ＡＰＫＣ５

后与对照组相比 ， 应答 ２ ０Ｅ 的基因 （丑／Ｕ ， ＆仙 ７ ，５ｒｚ－

７ ） 和凋亡相关基因

（ ｃｏｓｐｏｓｄｃａｓｐｏｙｅ
－

３ ） 均被上调表达 。 而在过表达 Ｔ １ ３４ ３Ａ 的细胞中这种上调被

抑制 （ 图 ２ ． ７Ｄ ） 。 这些结果共 同表明 ＰＫＣＳ 促细胞凋亡是依赖于 ＰＫＣ５ 的大量表达

以及催化域的磷酸化 。

３ 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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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ｒ ＡＰＫＣ５ －

ＤＭＳＯ ２ ０ ＥＡＰ Ｐａｓ ｅ

ｒａ ｒｋｃＲｐｐ Ｈ ｊ ｓ

Ａ ｎ ｔ卜Ｒ ＦＰ一

＼ Ａ Ｐ ＫＣ －Ｒ Ｆ Ｐ
－Ｈ ｉ ｓ 」 卜—

：

］

ｌ

＝＝＝＝＝ ９ ０ｋＤ ａ Ｒ Ｆ Ｐ

｜
，

，｜

“

 ｊ

；

｜

Ａｎ ｔ ｉ

－

ｐ
－ａｃ ｔ ｉ ｎ

Ｌ ４２ｋＤ ａ ｜

ｙ ｉ

｜」 丨 ｉ

＾＾
ｒｎ

＾
ｍｍｍｒｎ

Ｂ Ｃ ａ ｓ ｐ ａ ｓ ｅ
－

３Ｈｐ 以
．

■  ■ Ｇ ＧＣＡＡＡＧＧ〇ＡＧ Ｃ ！

ＴＴＣ ＧＧＡ ． ． ． ＡＣＣＧ ＣＡＧＡＣ ｆＡ Ｃ ＴｒｒＣＴＧＣ ． ． ．
ｆ ｉ ３

： ｊ

…… ＧＫＧ ［
Ｓ

］ＦＧ ． ． ？ ？ ？ ？ＴＡＤＳ ）ＦＣ……

Ｓ １ １ ９ ５Ａ Ｔ１ ３４３Ａ 丨

ＤＭＳＯ２ ０Ｅ
〇Ａ Ｐ

，

＾ｍＳ １ １ ９５Ａ Ｔ １ ３４３Ａ

ｐ
ＡｐＫＣ６ＲＦｐ ．Ｈ ｊｓ

Ａｎ ｔ ｉ

－ＲＦＰ、Ａ ＰＫＣ５ ＾ＲＦＰ －Ｈ ｉ ｓ ^

；ｒ
ａ

Ｄｗ□ ＲＦＰ－Ｈ ｉｓ ｃ
￣

＾ ＡＰＫＣ５ 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ｃ％

＞ ５
－

＊ ＊＾３ ＡＰＫＣ６ －Ｔ１ ３４３Ａ－ＲＦＰ－Ｈ ｉｓ上 ｉ ＿？ｒ
ｉｉ ＝—

ｉ

＿Ｌ ＪＬ Ｔ ５ ） ２ｐ］

ｌｉｌｔｔｉｌｉ
／／ ／／／

？

图 ２ ７ ． 在 ＨａＥｐ ｉ 过表达 ＰＫＣＳ 催化结构域诱导细胞凋亡以及应答 ２ ０￡基因的表达 》
（
Ａ

） 用

ＪＪ
＞

Ｐａｓｅ 降解后蛋 白质免疫印记检测 ＡＰＫＣＳ 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的磷酸化。 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过表达

ＡＰＫＣＳ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４８ｈ

，
然后用２０Ｅ （

２
ｎＭ）

处理３ ０ ｍ ｉｎ 。 ＤＭＳＯ作为阴性对照 ， ＳＤＳ －ＰＡＧＥ的

胶浓度为 ７ ． ５％ 〇 ＲＦＰ 的抗体为 鼠源单克隆抗体 。 用 ｐ
＾

ａｃ ｔ ｉｎ 作为对照定量蛋 白质 。
（
Ｂ

）在 ＨａＥｐ ｉ

中过表达 ＡＰＫＣＳ
－ＲＦ Ｐ －Ｈ ｉｓ ， ＡＰＫＣ５Ｓ １ １ ９５Ａ－ＲＦＰ － Ｈ ｉｓ或 ＡＰＫＣＳＴ １ ３４３Ａ－ＲＦ Ｐ －Ｈ ｉｓ检测ＡＰＫＣ５

的磷酸化 。 过表达后用 ２ ｛＾
（
２

＾
１冲 处理 ３ ０ １１１ ５１１ 。 〇＼？〇 作为阴性对照 。 ５〇８

－？六〇￡ 的胶浓

度为７ ． ５％ 。
（
Ｃ

） 分别过表达ＲＦＰ
，
ＡＰＫＣ５ －ＲＦＰ或ＡＰＫＣ５Ｔ Ｉ ３４３Ａ－ＲＦＰ４ ８ｈ后检测ｃ ａｓｐ

ａｓｅ
－

３

的活性 。 红色荧光表示 ＲＦ Ｐ ，ＡＰＫＣＳ －ＲＦＰ 或 ＡＰＫＣ５Ｔ １ ３４３Ａ－ＲＦ Ｐ 。 绿色荧光表示 ｃ ａｓｐａｓ ｅ
－ ３

的活性 。 蓝色荧光表示用 ＤＡＰ Ｉ 染色的细胞核 。 标尺为 ２０
 ｊ
ｉｍ 。

（
ｃ
）根据三次重复试验用 ／ 检

验分析显著性差异 （汁 ＜ ０ ． ０ ５
；

＊ ＝

＾ ＜ ０ ． ０ １
）

？ 误差线为平均值 ± ８０ 。 仰应答 ２ （＾ 基因和凋亡

相关基因的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水平 。 根据三次生物性重复和三次技术性重复试验用 ？ 检验分

析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 ５

；

＊ ＊

ｐ
＜

０ ． ０ １
）

。 误差线为平均值 ± ＳＤ 。

Ｆｉ
ｇｕ ｒｅ２ ． ７．Ｏｖｅ 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ＫＣ５ｃａ ｔａ ｌｙｔ ｉｃｄｏｍａ ｉｎｉｎＥｂＥｐｉｃｅ ｌｌｓ ｉｎｄｕｃｅ ｓ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

ａｎｄ２０Ｅ－

ｒｅ ｓ ｐｏ
ｎ ｓ ｉｖｅ

ｇｅｎ ｅｅ 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．

（
Ａ

）
Ｗ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 ｔａｎａ ｌｙ ｓ ｉｓｄｅｔｅｃ ｔ ｉｎｇ

ｔｈｅ
ｐ
ｈｏ ｓ ｐｈｏ

ｒｙ
ｌ ａｔ ｉｏｎｏｆ

ＡＰＫＣ５ 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ｕｓ ｉｎｇ
＞ ，ＰＰａｓ 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 ｉｏｎ ．ＡＰＫＣ８ 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ｗ ａｓ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 ｓｓ ｅｄ ｉｎＨ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ｓ

ｆｏｒ４８ｈ
，ａｎｄｔｈｅｃ ｅ ｌｌｓｗ ｅｒｅｔｈｅ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０Ｅ（

２
 ｊ

ｉＭ
）
ｆｗ

＊

３０ｍ ｉｎ ．ＤＭＳＯ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ｔｈｅ

ｓ ｏ ｌｖｅｎｔｃ ｏｎｔｒｏ ｌ
，ａｎｄａ７ ． ５％ｇｅ ｌｃ ｏ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ｆｏｒＳＤ Ｓ

－ＰＡＧＥ ．Ａｍ ｏｕｓ ｅｍｏｎｏｃ ｌｏｎａ ｌ

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ａｇａ ｉｎｓ ｔＲｆＰｗ ａｓｅｍｐ
ｌｏｙｅｄｆｏｒｗ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，ｐ

－ ａｃ ｔ ｉｎ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ｔｈｅｐ
ｒｏ ｔｅ ｉｎ

ｑｕａｎ ｔ ｉｔｙｃ ｏｎｔｒｏ ｌ ．（
Ｂ

）
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ｃ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

ｐ
ｈｏｓ

ｐ
ｈｏｒｙ

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ｔｅ ｉｎＡＰＫＣ５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
ｓｓ ｉｏｎ

ｏｆＡＰＫＣ５ －ＲＦＰ －Ｈｉｓ
？ＡＰＫＣ８Ｓ １ １ ９５Ａ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ｏｒＡＰＫＣ５Ｔ １ ３４３Ａ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ｉｎＨａＥｐ ｉｃ ｅ ｌｌｓ

，ｗ ｈ ｉｃ ｈ

ｗ ｅｒｅ ｔｈｅ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０Ｅ
（
２
 （

ｉＭ
）
ｆａ

＊

３０ｍ ｉｎ ．ＤＭＳＯ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ｔｈｅｓ ｏ ｌｖ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 ｌ ．Ｗｅｓ ｔｅｒｎ

ｂ ｌｏ ｔａｎ ａ ｌｙ ｓ ｉｓｗ ａｓ
ｐ ｅ ｒｆｏ ｒｍｅｄａｓｄｅ ｓｃ ｒ ｉｂｅｄＡ ．（

Ｃ
）
Ｄｅｔ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ａｃ ｔ ｉｖ ｉｔ

ｙｏ
ｆｃ ａｓ

ｐ ａｓ ｅ
－

３ ｉｎＲＦＰ －

，

ＡＰＫＣ５
－ＲＦＰ －ｏｒＡＰＫＣ８Ｔ １ ３ ４３Ａ－ＲＰＰ －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ｎ

ｇｃ ｅ ｌｌｓｆｏｒ４ ８ｈａｆｔｅ ｒｔ ｒａｎｓｆｅｃ ｔ ｉｏｎ ．Ｒｅｄ

３ 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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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ｌｕｏｒｅｓｃ ｅｎｃ ｅ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ｓＲＦＰ
，ＡＰＫＣ５

－ＲＦＰｏｒＡＰＫＣ５Ｔ １ ３４３Ａ－ＲＦＰ．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 ｅｎｃ ｅ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ｓ

ａｃｔ ｉｖｉｔ
ｙｏｆ ｃ ａｓｐａｓｅ

－

３ｕｓ ｉｎｇ
Ｎｕｃ＾ｅｗ

？
４ ８ ８ｃ ａｓｐｓａｅ

－

３ａｓｓａｙ
ｋ ｉｔ ．Ｔｈｅｂｌｕｅｓ ｉｇｎａｌｓ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ｃ ｅ ｌｌ

ｎｕｃ ｌｅ ｉｓ 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ＤＡＰＩ（
４

＇

，
６－ｄ ｉａｍ ｉｄ ｉｎｏ

－２ －

ｐｈｅｎｙｌ ｉｎｄｏ ｌｅ
）

．Ｔｈｅｂａｒｓｄｅｎｏｔｅ２０ａｔ４０ｘ

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，（
ｃ
）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ｃ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 ｉｎＣｂｙＳｔｕｄｅｎｆｓｔｔｅｓ ｔ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ｂ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

ｒｅｐｅａｔｓ（

＊

ｐ
＜０． ０５

；
＊ ＊

ｐ
＜０． ０ １

）
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土ＳＤ ．（

Ｄ
）
Ｒｅｌａｔ ｉｖｅｍＲＮＡ ｌｅｖｅ ｌｓｏｆ

２０Ｅ－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
－

ｒｅ 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ｄｖ ｉａ
ｑＲＴ

－ＰＣＲ ．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ｏｆｓ ｉ
ｇ
ｎｉｆｉｃ ａｎｃ ｅ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

ｗａｓ
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 ｉｔｈＳｔｕｄｅｎｆｓ＾ ｔｅｓ 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ｂ 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ｒｅｐｅａ

ｔ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ｌ ｉｃ ａｔｅｓ
（

＊

ｐ

＜
０ ． ０５

；＜
０ ．０ １

）
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 ｔｈｅｍ ｅａｎ土ＳＤ ．

３ ．５ ＰＫＣ８磷酸化ＥｃＲＢ ｌ

通过研究 ＰＫＣＳ 对 ２０Ｅ 的核受体 ＥｃＲＢ ｌ 和它 的异源二聚体蛋 白 ＵＳＰ １ 的影响来

探宄 ＰＫＣ ５促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 。实验发现在细胞中过表达 ＡＰＫＣＳ 不能引 起 Ｕ ＳＰ １

的磷酸化 ， 只有在培养基中加入 ２ ０Ｅ 才能诱导 ＵＳＰ １ 的磷酸化 。 对照组中 的 ＤＭＳＯ

则对其没有影响 。 之前 的研宄 已经证 明 ２０Ｅ 诱导 ＵＳＰ １ 的 Ｓ２ １ 位发生磷酸化 。 我们

用 ＵＳＰ １
－ Ｓ ２ １Ａ 的位点突变体作为非磷酸化的 Ｕ ＳＰ １ 的 阴性对照 （ 图 ２ ． ８Ａ ） 。 这意味

着 ２０Ｅ 诱导的 Ｕ ＳＰ １ 的磷酸化与 ＰＫＣＳ 的表达没有太大关联 。然而在仅过表达 ＡＰＫＣＳ

而没有加 ２０Ｅ 的条件下 ， ＥｃＲＢ ｌ 出现磷酸化条带 。 单独用 ２０Ｅ 处理也会 引起 ＥｃＲＢ ｌ

的磷酸化 。 同时过表达 ＡＰＫＣ５ 以及用 ２０Ｅ 处理使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增强 （ 图 ２ ． ８Ｂ ） 。

用抗 ＲＦＰ 的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共沉淀实验 ， 进
一

步证 明在不经 ２０Ｅ 诱导条件下 ，

过表达的 ＡＰＫＣ ８ 与过表达的 ＥｃＲＢ ｌ 相互作用 （ 图 ２ ． ８Ｃ ） 。 数据表 明 ＰＫＣＳ 直接与

ＥｃＲＢ ｌ 相互作用诱导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 。 为了 确认 ＰＫＣＳ 诱导 的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 ，

我们在细胞中干扰掉 ＰＫＣ ５ 的表达 。 发现 ＰＫＣＳ 表达降低之后 明显抑制 了２ ０Ｅ 诱导

下的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 。 而用 入 磷酸酶处理之后上面 的蛋 白分子量下降 （ 图 ２ ． ８Ｄ ） 。

这些结果共同确认了ＰＩＣＣＳ 参与 了２０Ｅ 诱导的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 。

４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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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２ ． ８ ． ＡＰＫＣ５ 调控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 ．

（
Ａ

）
过表达 ＡＰＫＣ５
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对 ＵＳ Ｐ ｌ 的磷酸化没有影

响 。 共转染ＵＳ Ｐ ｌ
－ Ｈ ｉ ｓ

，ＵＳ Ｐ ｌ
－ Ｓ ２ １ Ａ－ Ｈ ｉ ｓ （ 磷酸化位点突变体 ） 和ＡＰＫＣ５

－ＲＦ Ｐ
－Ｈｉｓ或ＲＦ Ｐ －Ｈ ｉｓ

４ ８ｈ 之后 ， 用 ２０Ｅ
（
２

ｐ
ＪＶｌ

） 处理细胞 ３ ０ｍ ｉｎ 。 ＤＭＳＯ 作为 阴性对照 。 用 Ａｎ ｔ ｉ

－ Ｈｉｓ 和 ａｎ ｔ ｉ
－ ＲＦ Ｐ

单克隆抗体分别检测相对应的过表达蛋 白 。 Ｓ Ｄ Ｓ
－ ＰＡＧＥ 胶浓度为 ７ ． ５％ 。

卩
－

ａｃ ｔ ｉｎ 进行定量 。

根据三次独立重复试验用 Ｑｕ ａｎ ｔ ｉ ｔｙＯｎｅ 软件统计分析硝酸纤维膜上的条带密度 。
（
Ｂ

）
过表达

△Ｐ ＫＣ５
－ＲＦＰ诱导Ｅｃ ＲＢ ｌ磷酸化 。 共转染Ｅｃ ＲＢ ｌ

－ Ｈ ｉｓ和Ａ Ｐ ＫＣ５
－ＲＦ Ｐ或ＲＦ Ｐ ４ ８ ｈ后 ， 用２０Ｅ

（
２ｐＭ） 处理细胞 ３ ０ｍ ｉｎ ，ＤＭ ＳＯ 作为 阴 性对照 。 免疫 印 记 分 析与 Ａ 图

一

样 。
（
Ｃ

）

ＡＰＫＣＳ
－ＲＦ Ｐ －Ｈ ｉｓ 与Ｅｃ ＲＢ 〗

－ Ｈ ｉｓ的结合 。 共转染ＡＰ ＫＣ５ －ＲＦ Ｐ － Ｈ ｉ ｓ 和ＥｃＲ Ｂ ｌ

－ Ｈ ｉｓ４ ８ｈ后 ， 用２ （

ｉＭ

２０ Ｅ或等量的ＤＭ ＳＯ处理Ｈ ａＥ
ｐ

ｉ细胞３ ０ｍ ｉｎ 。 在对照组中ＥｃＲＢ ｌ
－ Ｈ ｉｓ

，ＡＰＫＣＳ
－ＲＦ Ｐ －Ｈ ｉ ｓ

，

ＲＦ Ｐ －Ｈ ｉ ｓ 和 ｐ
－

ａｃ ｔ ｉｎ 的表达水平用蛋 白 质免疫 印记检测 。 ＳＤＳ－ ＰＡＧＥ 胶浓度为 ７ ． ５％ 。在 Ｃｏ
－

Ｉ Ｐ

组中 ， Ａ ＰＫＣＳ
－ＲＦ Ｐ －Ｈ ｉｓ 用 ＲＦ Ｐ 抗体进行免疫沉淀 ， 用 Ｈ ｉ ｓ 单抗检测 ＥｃＲＢ ｌ

－ Ｈ ｉｓ 。 鼠源 ＩｇＧ 是

非特异性抗体作为 阴性对照 。 同时在 ＨａＥ
ｐ

ｉ 细胞过表达 Ｈ ｉｓ 标签和 ＲＦ Ｐ －Ｈ ｉｓ 作为标签对照 。

细胞的处理与蛋 白 的检测方式与 Ｂ 中描述
一

样 。
（
Ｄ

）用 ＲＮＡ ｉ 抑制 的表达抑制 了ＥｃＲＢ ｌ

的磷酸化 。转染 ｐ
丨 Ｅｘ －ＥｃＲＢ ｌ

－ Ｈ ｉ ｓ 进细胞 ４ ８ｈ 后 ， 再次转染 也户紅：
＜５ 或 冶ＧＷ５

（
２
ｐｇ／ｍ ｌ

）
２４ｈ ，

或等量ＤＭＳＯ处理 ３ ０ｍ ｉｎＡＰＰａ ｓ ｅ处理蛋 白０ ． ５ｈ ， 用７ ． ５％ＳＤＳ －ＰＡＧＥ
检测ＥｃＲＢ ｌ和

ｐ
－

ａｃ ｔ ｉｎ 。

根据三次重复试验用 ／ 检验分析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 ５

）
。 误差线为三次技术性重复的平均值

士ＳＤ 。

Ｆｉ
ｇｕ

ｒｅ２ ． ８ ．ＡＰＫＣ５ｒｅ
ｇｕ

ｌ ａ ｔｅｓｔｈｅｐ
ｈ ｏ ｓ

ｐ
ｈ ｏ ｒ

ｙ
ｌ ａ ｔ ｉ ｏｎｏｆＥｃＲＢ ｌ ．（

Ａ
）Ｏｖ ｅｒｅｘ

ｐ
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 ｆ

ＡＰＫＣ８
－

ＥＩＦＰ －Ｈ ｉ ｓｈａｓｎｏｅｆｆｅｃ ｔｏｎｔｈｅ
ｐ
ｈｏｓｐ

ｈ ｏ ｒ
ｙ

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ＵＳ Ｐ １ｂｙ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 ｔａｎａ ｌｙ ｓ ｉｓ ．Ａｆｔｅｒ

ｃ ｏ
－

ｔｒａｎ ｓ ｆｅｃ 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ＵＳ Ｐ Ｉ

－Ｈ ｉｓ
，ＵＳＰ １

－

Ｓ ２ １ Ａ－ Ｈ ｉｓ（ｐ
ｈｏ ｓ ｐ

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ｔｅｍ ｕｔａｔ ｉｏｎ
）ａｎｄ

Ａ ＰＫＣ５
－ＲＰ Ｐ －Ｈ ｉｓｏｒＲＦ Ｐ －Ｈ ｉ ｓｆｏ ｒ４ ８ｈ

，ｔｈｅｃ ｅ ｌ ｌｓｗ ｅ ｒｅｔ ｒ ｅａ 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 ０Ｅ
（
２
 ｜

．ｉＭ
）
ｆｏ ｒ３ ０ｍ  ｉｎ ．ＤＭ ＳＯ

ｗ ａｓｕ ｓ ｅｄａｓａ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ｃ ｏｎ ｔｒｏ ｌ ．Ａｎｔ ｉ
－Ｈ ｉｓａｎｄａｎｔ ｉ

－ＲＦＰｍＡｂ ｓｗ ｅｒｅｅｍｐ
ｌｏｙ

ｅｄｆｏ ｒｄ ｅｔｅｃ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

４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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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ｆｏ ｌｌｏｗ ｉｎｇ７ ． ５％ＳＤ Ｓ －ＰＡＧＥ ．Ｐ
－

ａｃ ｔ ｉｎｗ 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ａｌｏａｄ ｉｎｇｃ ｏｎｔｒｏ ｌ ．

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 ａｌａｎａ ｌｙｓ 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ｎｓ ｉｔｙｗ 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ｔ ｉｎｇｂａｎｄｓｗ ｅｒｅ
ｐｅ

ｒｆｏｒｍｅｄｗ ｉｔｈ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

ｓｏｆｔｗａｒｅ
，
ｂａｓ 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ｌ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 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 ｅａｎ 土ＳＤ ｆｒｏｍ

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ｐｅｒ ｉｍ ｅｎｔｓ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５

）
．（
Ｂ

）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ＡＰＫＣＳ
－ＲＦＰ ｉｎｄｕｃ ｅｄＥｃＲＢ ｌ

ｐ
ｈｏｓ

ｐ
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 ．Ａｆｔｅｒｃｏ －

ｔｒａｘｉｓ ｆｅｃ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ＥｃＲＢ ｌ
－Ｈ ｉｓａｎｄＡＰＫＣ８ －ＲＦＰｏｒ ＲＦＰｆｏｒ４８ｈ

，
ｔｈｅ ｃ ｅ ｌ ｌｓ

ｗ ｅｒｅｔ 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０Ｅ（
２
 ＼
ｘＭ

）
ｆｏｒ３ ０ｍ ｉｎ ．ＤＭＳＯ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ａ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ｃ ｏｎｔｒｏ ｌ ．Ｗ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

ａｎａ ｌ

ｙ
ｓ ｉｓｗ ａｓ

ｐｅｒ
ｆｏｒｍｅｄａｓｄｅｓ ｃｒ ｉｂｅｄ ｉｎＡ ．（

Ｃ
）
ＡＰＫＣＳ 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ｃ ｏｍｂ ｉｎｅｄｗ ｉｔｈＥｃ ＲＢ ｌ

－Ｈ ｉｓｗ ｉｔｈ

ｏｒｗ ｉｔｈｏｕｔ２０Ｅ ｉｎ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．Ｉｆｅ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ｓｗ ｅｒｅｔ 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
 ｜

ｉＭ２０Ｅｏｒａｎｅｑｕ
ｉｖａ ｌｅｎｔａｍ ｏｕｎｔｏｆ

ＤＭＳＯｆｏｒ３ ０ｍ ｉｎａｆｔｅｒｃｏ －

ｔｒａｎｓ ｆｅｃ ｔ ｉｏｎｗ ｉｔｈＡＰＫＣ§ －ＲＦＰ －ＨｓａｎｄＥｃＲＢ ｌ
－Ｅｉｓｆｏｒ４８ｈ ．Ｔｈｅ

ｐｒｏｔｅ ｉｎｅｘ
ｐ
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ｌｅｖｅ ｌｓｏｆＥｃＲＢ ｌ

－Ｈ ｉｓ
，ＡＰＫＣ５ 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

５ＲＦＰ
－Ｈ ｉｓａｎｄ

ｐ
－

ａｃｔ ｉｎ ｉｎＨ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ｓ

ｗ ｅｒｅ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ｖ ｉａｗ ｅｓｔｏｎｂ ｌｏｔｆｏ ｌｌｏｗ ｉｎｇ
７ ． ５％ＳＤＳ －ＰＡＧＥ ．ＦｏｒＣｏ －

ＩＰ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
，
ＡＰＫＣＳ －ＲＦＰ － Ｈ ｉｓ

ｗ ａｓｉｍｍｕｎｏｐｒｅｃ ｉ

ｐ
ｉｔ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ａｍＡｂａｇａ ｉｎｓ ｔＲＦＰ

，ａｎｄｔｈｅｃｏ －

ｐ
ｒｅｃ ｉｐ ｉｔａｔｅｄＥｃＲＢ ｌ

－Ｈ ｉｓｗ ａｓ

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 ｖ ｉａｗ ｅｓ ｔｅｒｎ ｂ ｌｏｔ ａｎａ ｌ

ｙｓ ｉｓｕｓ ｉｎｇ
ａｎａｎｔ ｉ

－Ｈ ｉｓｍＡｂ ．Ｍｏｕｓｅ ｌ

ｇＧ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 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ｃ ｏｎｔｒｏ ｌ

ｏｆ ｔｈｅ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 ．Ｈ ｉｓｔａｇ
ａｎｄＲＦＰ －Ｈ ｉｓｗ ｅｒｅ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ＩｈＥｐ ｉ ｃ ｅ ｌ ｌｓｕｓ ｉｎｇ 

ｔｈｅ
ｐ

ＩＥｘ －４ －Ｈ ｉｓａｎｄ

ｐ
ＩＥｘ－４ －ＲＦＰ －Ｈｉｓ

ｐ
ｌａｓｍ ｉｄｓａｓｔａｇ

ｃｏｎｔｒｏ ｌｓ ． Ｔｈｅｃ ｅ ｌｌｓｗ 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ｎｄ
ｐ

ｒｏｔｅ ｉｎｓｗ ｅ 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ｕｓ ｉｎｇ

ｔｈｅｓ ａ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ｅｓｃ ｒ ｉｂ ｅｄ ｉｎＢ ．Ｔｈｅ
ｐ

ｉｃ ｔｕｒｅｓｒｅｐｒｅｓ ｅｎｔｔｈｒｅｅｒｅｐｅａｔｓ ．

（
Ｄ

）
ＰＫＣｄｋｎｏｃｋｄｏｗ ｎｖ ｉａ

ＲＮＡｉｒｅｐｒｅｓ ｓｅｄＥｃＲＢ ｌ
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 ．ＨａＥｐ ｉ ｃ ｅ ｌ ｌｓｗ 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ｃ ｔｅｄ ｗ ｉｔｈ

ｐ
ＩＥｘ －ＥｃＲＢ ｌ

－Ｈ ｉｓｆｏ ｒ

４ ８ｈ
，ｔｈｅｎ ｉｎｃ ｕｂ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ｄｓＰＫ５ｏｒｄｓＧＦＰ

（
２
 （

ａ
ｇ／ｒｎ ｌ

）
ｆｏ ｒ２４ｈ

，
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 ｅｄｗ ｉｔｈ２

 ｊ

ｉＭ ２０Ｅｏｒａｎ

ｅ
ｑ
ｕ ｉｖａ ｌ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ＤＭＳＯｆａ

＊

０ ． ５ｈ ＊ＸＰＰａｓ ｅ ｔｒｅａｔｍ 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
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ｗ ａｓ

ｐｅｒ
ｆｏｒｍ ｅｄｆｏｒ０ ． ５ｈ

，

ａｎｄＥｃＲＢ ｌａｎｄｐ
－

ａｃ ｔ ｉｎｗ ｅｒｅ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ｖ ｉａｗ 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 ｔ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ｆｏＤｏｗ ｉｎｇ７ ． ５％ＳＤ Ｓ
－ＰＡＧＥ ．

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ａｌ ａｎａ ｌｙｓ ｅｓｏｆ  ｔｈｅｄｅｎｓ ｉｔｙ
ｏｆ ｗ 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ｂａｎｄｓｗ ｅｒｅ

ｐｅｒｆｏｒｍ ｅｄｂｙＱｕａｎｔ ｉｔｙ
Ｏｎｅｓ ｏｆｔｗ ａｒｅ

ｂａｓ 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 ｌｅｘｐ
ｅｒ ｉｍ ｅｎｔｓ 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土ＳＤ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

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
，
ａｎｄｓ 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 ａｌａｎａ ｌｙｓ ｅｓ ｗｅｒｅ

ｐ
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ｕｓ ｉｎｇ

Ｓ ｔｕｄｅｎｆ ｓｔ ｔｅｓ ｔ
（

＊

ｐ

＜０ ． ０５
）

．

３ ．６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决定了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 异源二聚体的形成以及基因的转录表达

为 了更深入的研宄 ２０Ｅ 诱导 的 ＥｃＲＢ ｌ 磷酸化 的功能 ， 首先需要确定 ＥｃＲＢ ｌ 的

憐酸化位点 。 我们用预测憐酸化的软件 Ｋ ｉｎａｓｅＰｈｏｓ 和 Ｎｅ ｔＰ ｈｏｓ 预测到 了 三个最可能

的 ＰＫＣ 磷酸化位点 ， Ｔｈｒ ｌ ７６
，
Ｔｈｒ４６ ８

，
和 Ｓｅ ｒ ５ １ ０ 。 这些氨基酸残基分别被突变成丙

氨酸 （ Ｔ Ｉ ７６Ａ
，

Ｔ４６８Ａ
，Ｓ５ １ ０Ａ ） ， 随后分别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过表达 。 然后用磷酸化蛋

白磷酸盐评估测定试剂盒检测 了野生型和突变性型 的 ＥｃＲＢ １ 。 在野生型 以及 Ｔ １ ７ ６Ａ

和 Ｓ５ １ ０Ａ 突变体 中 ， 每摩尔 ＥｃＲＢ ｌ 蛋 白 中含有 的磷酸基摩尔数受 ２０Ｅ 诱导上升 ，

而 Ｔ４６ ８Ａ 突变体 的磷酸化水平没有提高（ 图 ２ ． ９Ａ ） 。表 明 Ｔ４６ ８ 可能是 ２ ０Ｅ诱导 ＥｃＲＢ１

发生磷酸化 的位 点 。 为进
一

步确认该位点是否 是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位点 ， 我们用

ｗｅ ｓ ｔｅｒｎ ｂ ｌｏｔ分析了ＥｃＲＢ ｌ
－Ｈ ｉｓ和ＥｃＲＢ １

－Ｔ４ ６ ８Ａ －Ｈ ｉｓ的磷酸化 。 ＥｃＲＢ １
－Ｈ ｉｓ在２０Ｅ调

控下出现高分子量条带 ， 而 Ｔ４６８Ａ －Ｈ ｉｓ 则没有 （ 图 ２ ． ９Ｂ ） 。 因此 ， 我们得出结论在

２０Ｅ 诱导下 ＥｃＲＢ ｌ 的 Ｔｈｒ４６ ８ 位发生磷酸化 。

为 了阐 明 ＥｃＲＢ ｌ 磷酸化在 ２ ０Ｅ 途径中的重要性 ， 我们通过 ＣＭＰ 实验分析检测

４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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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野生型 ＥｃＲＢ ｌ 和磷酸化位点突变型 Ｔ４６ ８Ａ 与 ＥｃＲＥ 的结合 。在 ２ ０Ｅ 诱导后 ， ＥｃＲＢ ｌ

比突变型 Ｔ ４６ ８Ａ 更多 的结合 ＥｃＲＥＤＮＡ 片段 （ 图 ２ ． ９Ｃ ） 。 说 明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对

与 ＥｃＲＢ ｌ 与 ＥｃＲＥ 的结合非常重要 。 此外 ， 用 Ｃ ｏ－

ＩＰ 实验检测 了ＥｃＲＢ ｌ 磷酸化对

ＥｃＲＢ ｌ 与 Ｕ ＳＰ １ 相互作 用 的影响 。 发现 ２ ０Ｅ 能诱导 Ｅｃ ＲＢ ｌ 与 Ｕ ＳＰ １ 的结合 ， 而

ＥＣＲＢ １
－Ｔ４ ６ ８Ａ 突变体不能与 Ｕ ＳＰ １ 结合 （ 图 ２ ． ９Ｄ ） 。 实验结果表 明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

对 ＥｃＲＢ Ｉ ／Ｕ Ｓ Ｐ ｌ 转录复合体的形成 同样十分关键 。 转录复合体与 ＤＮＡ 上 ＥｃＲＥ 结合

进而启 动基因转录 。 我们检测 了Ｅｃ ＲＢ ｌ 磷酸化对 ＨＲ ３ 转录 的影响 。 ２ ０Ｅ 能够上调

过表达 ＥｃＲＢ ｌ 的细胞中 ＨＲ ３ 的表达 ， 而不能 引 起 ＥＣＲＢ １
－Ｔ４ ６ ８Ａ 的 细胞中 的 Ｈ Ｒ ３

表达变化 （ 图 ２ ． ９Ｅ ）
，
表 明 ２ ０Ｅ 诱导的基 因表达 同样需要 ＥｃＲ Ｂ ｌ 的磷酸化 。 所有结

果共同表 明 了 在 ２ ０Ｅ 信 号途径 中 ， ＥｃＲ Ｂ ｌ 在 Ｔｈ ｒ４ ６ ８ 位 的磷酸化对于 ＥｃＲＢ ｌ
－Ｕ Ｓ Ｐ ｌ

转录复合体的形成并结合在 ＥｃＲＥ 上进而促使基因表达的过程是必 需的 。

Ａ Ｂ
吾 Ｃ□ Ｅｃ ＲＢ ｌ

－ ＲＦＰ ＋ＤＭ ＳＯ

？０ ． ６
「

５￣
＾ＥＺＺ ３ ＢＣＲＢ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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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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Ｄ

Ａ

Ｍ

Ｈ

ｓｇ；：；： ￡

２ 〇

｜

１ ＾Ｓ￡５＾５ ２ 〇 ｅ－

，
－＋ ＾ １ ０ Ｉ

ａＩｗｈｍＡ ｎ ｔ ｉ

－ Ｈ ｉ ｓ
ｉ＾７—— ■

＾ｅ ｃＲ Ｂ Ｉ

６

＾
＇ ５

Ｅ〇
ｒｆａｊ

２ ０ Ｅ
（
２
ｐ Ｍ０ ． ５ｈ

）Ａ ｎ ｔ ｉ

－

Ｐ
－

ａ ｃ ｔ ｉ ｎ

ｐ
— 二？…

一＊４２ｋＤａ〇 ａ ｎ ｔ ｉ

－ Ｒ Ｆ Ｐ Ｉ ｇＧａ ｎ ｔ ｉ

－Ｒ Ｆ Ｐ

ｃｐ ｒ ｉｍ ｅ ｒＢ ： ＲＥｐ
ｒ ｉｍ ｅ ｒＨＲ３

＾Ｕ Ｓ Ｐ １
－Ｇ ＦＰ

－

Ｈ ｉｓ＋＋＋ ＋ ＋ ＋＋＋ Ｆ
Ｅ ｃＲ Ｂ １

－Ｒ Ｆ Ｐ
－Ｈ ｉ ｓ＋ ＋

？ －

＋＋－ －

Ｅ ｃ ＲＢ ｌ
－Ｔ４ ６ ８Ａ －Ｒ ＦＰ －Ｈ ｉ ｓ

－－＋＋－－＋＋ ｃ＝３ＲＦ Ｐ －Ｈ ｉｓ ＋ ＤＭ Ｓ Ｏ

ＤＭＳＯ＋－＋－＋－＋－ ￡？ＲＦ Ｐ －Ｈ ｉ ｓ ＋ ２ ０Ｅ

２ 〇 Ｅ
．＋－＋－＋？＋ ｃｚｚＥｃＲＢ １

－Ｒ Ｆ Ｐ －Ｈ ｉ ｓ ＋ ＤＭ Ｓ Ｏ

Ａ ｎ ＋ ｉｒ ｒ ｐ

－

ｗ  －—ｖ
■ Ｊ ｕＳＰ Ｉ

－ＧＦ Ｐ Ｈ ｌ ｓ＾暖３Ｅｃ ＲＢ ｌ
－Ｒ Ｆ Ｐ －Ｈ ｉ ｓ ＋ ２ ０ Ｅ

—

Ａｍ 卜Ｇ Ｆ Ｐ
 ｜ 

ｖ— —啤—＾ ｐ ｈ ？ ｓ￣

Ｂ＾ｉ Ｅ ｃ ＲＢ １
－Ｔ ４ ６ ８Ａ －Ｒ Ｆ Ｐ

－ Ｈ ｉ ｓ ＋ Ｄ Ｍ Ｓ Ｏ

ＩＡ ｎ ｔ ｉ

－ Ｒ Ｆ Ｐ ＾Ｊ Ｅ Ｃ Ｋ Ｂ Ｉ
－Ｒ Ｆ Ｐ －Ｈ ｉ ｓ｜

－ Ｅ ｃ Ｒ Ｂ １
－Ｔ４ ６ ８Ａ ．Ｒ Ｆ Ｐ － Ｈ ｉ ｓ ． ２ ０ Ｅ

￡ ；

 ９６ ｋ Ｄ ａ

＜８ ０ ０上

Ａ ｎ ｔ ｉ

—

Ｐ
＊ ￣

３ ｃ ｔ ｉ ｎ  ＊
８＾＾ ４ ２ ｋ Ｄ ａｇ ３ 〇 〇

Ｌ＊

＾ｎ ｔ ｉ

－Ｇ ＦＰ Ｉ ｇＧ ｌ
２ 〇 Ｔ^

Ｉ
Ａｎ，

＇三＾
二

丨

丨 」Ｉ」
Ｕ

＝
Ｆ Ｐ －Ｈ ｉ ｓ

Ｉ
ｗ

０
＼

－

＾ｍｉｌｌ

。 Ａ ｎ ｔ ｉ

－Ｒ Ｆ ＰＴ Ｅ

！｜＾＾
Ｆ Ｐ －Ｈ ｉ Ｓ

益ＥｃＲＢ ｌＨＲ３

Ｆ ｉｇｕ ｒｅ２＿ ９ ．ＥｃＲＢ ｌ 的憐酸化＿ＥｃＲＢ ｌ 和 ＵＳ Ｐ ｌ 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 的基因

表达。
（
Ａ

） 通过确定每摩尔 Ｅｃ ＲＢ ｌ
－Ｈ ｉ ｓ 或其突变体 （

Ｔ １ ７６Ａ
，Ｔ４ ６ ８Ａ

，ａｎｄＳ ５ １ ０Ａ
）的磷酸基摩

尔数鉴定 Ｅｃ ＲＢ ｌ 中 的磷酸化位点 。 Ｅｃ ＲＢ ｌ
－Ｈ ｉｓ 和蛋 白 的位点突变体在细胞 中过表达 ４ ８ 小时 ，

然后用 ２ ０Ｅ 或等量的 ＤＭＳＯ 处理 。
（
Ｂ

）
在 Ａ 所述的条件下蛋 白 质 印迹分析确认 Ｅｃ ＲＢ 丨 中 的

鱗酸化位点是 Ｔｈｒ４６ ８ 。

卩
－

ａｃ ｔ ｉｎ 作为上样对照 。 用 Ｑ ｕ ａｎｔ ｉ ｔｙ
Ｏｎ ｅ 软件进行免疫印迹条带密度

的统计分析 。
（
Ｃ

）
通过抗 ＲＦ Ｐ沉淀和

ｑ
ＲＴ－ＰＣＲ分析 

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ＦＰ － Ｈ ｉｓ 和 Ｅｃ Ｒ Ｂ ｌ

－Ｔ４６ ８Ａ－ ＲＦ Ｐ － Ｈ ｉ ｓ

与 ＨＲ３ 启动子区域中 的 ＥｃＲＥ 结合能力 。 ２ ０Ｅ（ ２
ｎＭ ） 或 ＤＭ ＳＯ 处理转染的细胞 ３ｈ 。 Ｉ

ｇ
Ｇ ：

４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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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特异性 ｌｇＧ 。 引物 ＥｃＲＥ ： 扩增 ＥｃＲＥ 序列的引物 。 引物 ＨＲ３ ： 靶序列在 ＨＲ３ＯＲＦ 区 。
（
Ｄ

）

在 ２０Ｅ 诱导下 ， ＥｃＲＢ ｌＴ４６８ 的磷酸化促进了ＥｃＲＢ ｌ 与 ＵＳＰ １ 的相互作用 。 用 ２
ｎＭ２０Ｅ 或

ＤＭＳＯ 处理 ３ 小时后 ， 从转染的细胞中提取蛋 白质 。 Ｉｎｐｕｔ 显示细胞中表达的 ＵＳＰ ｌ
－ＧＦＰ －Ｈ ｉｓ ，

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 和 ＥｃＲＢ ｌ

－Ｔ４６ ８Ａ－ＲＦＰ －Ｈｉｓ 蛋 白 的水平 。
ｐ
－ａｃ ｔ ｉｎ 作为上样对照 ， 并通过免疫

印迹分析检测蛋 白质 。 ＳＤＳ －ＰＡＧＥ 胶浓度为 ７ ． ５％ 。 非特异性小鼠 ＩｇＧ 作为阴性对照 。
（均 在

２０Ｅ诱导下比较ＲＦＰ－Ｈ ｉｓ ，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ＦＰ －Ｈｉｓ和ＥｃＲＢ ｌ

－Ｔ４６ ８Ａ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
－过表达细胞中的ＨＲ３

表 达 水 平 。 用２０Ｅ（２ｎＭ） 处 理ｐ
ＩＥｘ －４－ＲＦＰ－Ｈｉｓ ， ｐ

ＩＥｘ－４－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和

ｐ ＩＥｘ－４－ＥｃＲＢ ｌ
－Ｔ４６８Ａ－ＲＦＰ － Ｈ ｉｓ 转染的细胞 ６ｈ 。 加入等量的稀释的 ＤＭＳＯ 作为对照 。 统计

分析采用 ｔ 检验 ：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５

，
＊ ＊ 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０ １

， 误差表示为平均值 土 ＳＤ 。 对 Ａ－Ｅ 进行 了三次生物学

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 。

Ｆｉ
ｇ
ｕｒｅ２ ． ９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ＥｃＲＢ ｌ

ｐｒｏ
ｍ ｏ ｔｅ ｓａｎ ｉｎｔｅ ｒａｃｔ 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ＥｃＲＢ ｌａ ｎｄＵＳＰ ｌａｓ

ｗｅ ｌ ｌａ ｓ
ｇ

ｅｎ 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ｉｎＨａＥｐ ｉｃｅ ｌ ｌｓ ．

（
Ａ

）
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

ｐｈｏｓｐ
ｈｏｒｙ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ｅ ｉｎＥｃＲＢ ｌ

ｂｙ
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 ｉｎｇ

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ｍｏ ｌｅｓｏｆ
ｐ
ｈｏｓｐ

ｈｏｒｕｓ
ｐ

ｅｒｍ ｏ ｌｅｏｆ ＥｃＲＢ ｌ
－Ｈ ｉｓｏｒ ｉｔｓｍｕｔａｎｔｓ

（
Ｔ １７６Ａ

，

Ｔ４６８Ａ
，ａｎｄＳ ５ １０Ａ

）ｏｖｅｒｅｘｐｒ ｅｓ ｓ ｅｄ ｉｎｃｅ ｌｌｓ ．ＥｃＲＢ ｌ
－ Ｈｉｓａｎｄｓ ｉｔｅｍｕｔａ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

ｔｅ ｉｎｗ ｅｒｅ

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ｅｄ ｉｎｃ ｅ ｌｌｓｆｏｒ４ ８ｈ
，ｆｏ ｌｌｏｗ ｅｄｂｙｔｒｅａｔｍ ｅｎｔｗ ｉｔｈ２ ０Ｅｏｒａｎｅｑｕ ｉｖａｌ 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ｏｆ

ＤＭＳＯ ．（
Ｂ

）Ｗ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ｃ ｏｎｆｉｒｍ 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 ｉｔｅｏｆ
ｐｈｏｓ 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ＥｃＲＢ ｌｗａｓ

Ｔｈｒ４６ ８
，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 ｏｎｄ ｉｔ ｉｏｎｓｄｅｓ ｃｒ ｉｂｅｄ ｉｎＡ ．Ｐ

－

ａｃ ｔ ｉｎ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ａ ｌｏａｄ ｉｎｇｃ ｏｎｔｒｏ ｌ ．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 ａｌ

ａｎａｌｙｓ ｅｓｏｆ ｔｈｅｄｅｎｓ ｉｔｙ
ｏｆ ｗ ｅｓ ｔａｎ ｂ ｌｏｔｔ ｉｎｇ

ｂａｎｄｓｗ ｅｒ ｅ
ｐｅｒｆｏ ｒｍ ｅｄ ｗ ｉｔｈ

Ｑｕａｎｔ ｉｔｙ
Ｏｎｅｓ ｏｆｔｗ ａｒｅ ．

（
Ｃ

）

ＣｈＩＰａｎａｆｙｓ 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ｃＲＥ－ｂ ｉｎｄ ｉｎｇａｂ Ｕ ｉｔ ｉｅｓｏｆ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ａｎｄＥｃＲＢ ｌ

－Ｔ４６ ８Ａ－ＲＦＰ － Ｈ ｉｓ ｉｎ

ｔｈｅＨＲ３
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ｖ ｉａａｎｔ ｉ

－ＲＦＰ
ｐ

ｒｅｃ ｉｐ ｉｔ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
ｑ
ＲＴ－ＰＣＲ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．２０Ｅ

（
２
ｐ

．Ｍ
）
ｏｒ ＤＭＳＯ

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 ｆｅｃ ｔｅｄｃ ｅ ｌｌｓｆｏｒ３ｈ ．Ｒｅｓ ｕ ｌｔｓａｒｅ
ｐ

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ａｓ
ｐｅ
ｒｃ 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ｅｎｒ ｉｃ ｈｍｅｎｔ ｒｅ ｌａｔｉｖ ｅｔｏ

ｉｎ
ｐｕｔ ．Ｉｎｐｕｔ ：ｓａｍｐ

ｌｅｂｅｆｏｒｅ ｉｍｍｕｎｏｐｒｅｃ ｉ

ｐ
ｉｔａｔ ｉｏｎ

）
．Ｅｎｒ ｉｃｈｍｅｎｔｒｅ ｌａｔ ｉｖｅｔｏ ｉｎｐｕ

ｔ＝（
ｓ ａｍｐ ｌｅ

ｐｒｅ
ｃ ｉ
ｐ

ｉｔ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ｔｉｂｏｄｙ
－

ｓａｍｐ ｌｅｗ 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）
／ ｉｎ

ｐ
ｕｔｘ％． ｌｇＧ ：ｎｏｎ－

ｓｐ ｅｃ ｉｆｉｃｍｏｕｓ ｅ ＩｇＧ

Ｐ ｒ ｉｍｅｒＥｃＲＥ ：

ｐ ｒ ｉｍｅｒｔａｉ

＊

ｇｅｔｅｄｔｏＥｃＲＥ ．Ｐ ｒ ｉｍ ｅｒｔＢＲ３ ：

ｐｒ ｉｍ ｅｒ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ｏＨＲ３ｏｐｅｎｒｅａｄ ｉｎｇ
ｆｒ ａｍｅ ．

（
Ｄ

）
Ｐｈｏｓｐｈｃ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ＥｃＲＢｌＴ４６８

ｐ
ｒｏｍｏ ｔｅ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ＥｃＲＢ ｌｗ ｉｔｈＵＳＰ ｌｕｎｄ ｅｒ２０Ｅ

ｉｎ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．Ｔｈｅ
ｐ

－

ｏｔｅ ｉｎｓｗ ｅｒ ｅｅｘｔｒｘ 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ｒａｎｓ ｆｅｃｔｅｄｃ ｅ ｌ ｌ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 ｅｎｔｗ ｉｔｈ２
ｆ

ｉＭ２０Ｅｏｒ

ＤＭＳＯｆｏｒ３ｈ．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ｓ ｈｏｗ ｅｄｔｈｅ ｌｅｖｅ ｌｓｏｆｔｈｅＵＳＰ ｌ
－ＧＦＰ －Ｈｉｓ

，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ＦＰ－Ｈ ｉｓ

，ａｎｄ

ＥｃＲＢ ｌ
－Ｔ４６ ８Ａ－ＲＦＰ ＿Ｈ ｉｓ

ｐ
ｒｏｔｅ ｉｎｓ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ｃ ｅ ｌｌｓ ．

ｐ
＿

ａｃｔ ｉｎ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ａ ｌｏａｄ ｉｎｇ
ｃ ｏｎ ｔｒｏ ｌ

，
ａｎｄ

ｔｈｅｐｒｏｔｅ ｉｎｓｗａ
＊

ｅ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ｖ ｉａｗ 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ＳＤＳ －ＰＡＧＥｕｓ ｉｎｇｇｅ ｌｓｗ ｉｔｈａ

ｃｏ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７ ． ５％ ．Ｎｏｎ－

ｓｐ ｅｃ ｉｆｉｃｍｏｕｓ ｅ Ｉ

ｇＧａｓａｎｅｇ
ａｔ ｉｖｅｃ ｏｎ ｔｒｏ ｌ ．（

Ｅ
）Ｃｏｍｐ

ａｒ ｉｓｏｎｏｆＨＲ３

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ｌｅｖｅ ｌｓ ｉｎＲＦＰ －Ｈ ｉｓ
５ＥｃＲＢ ｌ

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ａｎｄＥｃＲＢ ｌ
－Ｔ４６ ８Ａ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

－

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
ｉｎｇ

ｃ ｅｌｌｓ

ｕｎｄｅｒ２０Ｅ ｉｎ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．ｐ ＩＥｘ － ４－ＲＦＰ －Ｈ ｉｓ
；ｐ

ＩＥｘ－４ －ＥｃＲＢ ｌ 

－ＲＦＰ －

Ｈ ｉｓ ａｎｄ

ｐＩＥｘ－４ －ＥｃＲＢ ｌ
－Ｔ４６８Ａ－ＲＦＰ － Ｈ ｉｓ

ｐ
ｌａｓｍ ｉｄ－

ｔｒａｎｓ ｆｅｃ ｔｅｄｃ ｅ ｌ ｌｓｗ 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０Ｅ
（
２
 ｊ

ｉＭ
）
ｆｏｒ６ｈ ．

Ａｎｅｑｕ ｉｖａ ｌ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ｄ ｉ ｌｕｔｅｄＤＭＳＯｗ ａｓａｄｄｅｄａｓａｃｏｎｔｒｏ ｌ ．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 ａｌａｎａ ｌｙｓｅｓｗｅｒｅ

ｐｅｒｆｏｎｎｅｄｕｓ ｉｎｇＳ ｔｕｄｅｎｔ

’

ｓ／ｔｅｓｔ ：
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５

，

＊ ＊ 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０ １

，
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土ＳＤ ．Ｔｈｒｅｅ

ｂ ｉｏ ｌｏｇ
ｉｃ ａｌｒｅｐ

ｌｉｃ ａｔｅｓ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ｔｅｃｈｎｉｃ ａｌｒｅｐ
ｌｉｃａｔｅｓｗ ｅｒｅ

ｐ
ｅｒｆｏｒｍ ｅｄｆｏｒ Ａ－Ｅ ．

４ 讨论

在哺乳动物中 ＰＫＣＳ 在促细胞凋亡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（
Ｒｅｙ ｌａ ｎｄ

，
２ ００ ７

；
Ｚｈａ ｏ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２
）

， 而在 昆虫 中类 固醇激素 ２ ０Ｅ 能促使细胞凋亡 （
Ｔ ｉａｎ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２

） ；（
Ｉ
ｇａｅｔ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０
）

。 但是 ＰＫＣ５ 是否参与 ２０Ｅ 诱导的细胞凋亡过程并不清楚 。 在本章 中我们揭示

了２ ０Ｅ 上调表达
一

种新的 ＰＫＣ５ 。 这种 ＰＫＣ５ 表达之后就发生 自磷酸化随后参与 ２ ０Ｅ

４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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诱导的细胞凋亡 。 ＰＫＣ５ 通过使 ＥｃＲＢ ｌ 在 ４６８ 位苏氨酸残基上发生磷酸化来促使

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 转录复合体的形成 ， 最终促进凋亡基因 的表达促使细胞凋亡 。

４ ． １ 棉铃虫新型 ＰＫＣ８ 的特征

根据 ＰＫＣｓ 的结构特征以及活化方式 ， 他们被分为三种类型 ： 传统的 ＰＫＣｓ ， 即

ｃＰＫＣ ｓ
，
包含 ａ

， ｐｉ
，ｐ

ｉｌ
， 丫 亚型

？

， 新型 ＰＫＣｓ ， 即 ｎＰＫＣ ｓ ， 包含 ｅ
，
０

，
５

，
ｒ

ｉ

亚型 ； 非典型

ＰＫＣ ｓ ， 即 ａＰＫＣ ｓ ， 包含 Ｉ
， Ｃ

Ｘ 亚型 （
Ｓｔｅ ｉｎｂｅｒｇ ，

２００８
）

。 所有 的 ＰＫＣ 亚型在 Ｎ 末端都

有
一

段调控区域用来维持 ＰＫＣ ｓ 的非活性构象形式 。 在 Ｃ 末端有
一

个催化结构域 ，

即激酶活性域 ， 用来磷酸化底物 ， 行使 ＰＫＣ ｓ 的功能 。 除了ａＰＫＣ ｓ 之外 ， 所有 ＰＫＣ ｓ

在 Ｎ 端都包含
一

个 Ｃ ｌ 结构域与 ＤＡＧ 或佛波酯结合 。 传统型和新型 ＰＫＣｓ 还包含
一

个 Ｃ２ 结构域 ， 可 以结合 Ｃａ
２＋发挥功能 （

Ｗｅｂｂ ｅｔ ａ ｌ ．

，２０００）
。

在本章 中 ， 我们描述 了
一

种 ＰＫＣＳ 的功能 。 这种 ＰＫＣ５ 与果蝇 的 ＰＫＣＳ －Ｅ 相似 ，

命名为 ＰＫＣ５
－Ｅ 。 由 于在 ＰＫＣ５ 亚型 Ｅ 中没有 Ｃ １ 和 Ｃ２ 结构域 ， ＰＫＣ５

－Ｅ 的活化不依

赖 Ｃ ａ
２＋或 ＤＡＧ 。 当过表达其激酶结构域后定位在细胞核 中并且呈现磷酸化的形式 。－

在不施加 ２０Ｅ 的条件下仍可以发挥促凋亡功能 。 因此 ， ＰＫＣＳ －Ｅ 表达水平的上升在

发挥凋亡功 中能是很关键的
一

步 。 虽然在 ＰＫＣＳ 中 预测到 了ｃａｓ ｐａｓｅ
－

１ 的切割位点 ，

但是 由于缺少 ＰＫＣ５ 的抗体无法对其进行研究 。 另
一

方面 由于 ：ＰＫＣＳ 全长太大 ， 要

实现其全部过表达比较 困难 。 但是实验中发现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过表达 ＰＫＣ５ 的催化

域促进 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１ 的表达。 而且在棉铃虫血细胞中 ２ ０Ｅ 能够诱导 ｃａ ｓ ｐａ ｓｅ
－

１ 的表达

（
Ｙａｎｇ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０８

）
， 预示着 ｃａｓｐａｓｅ

－

１ 可能在体内 参与切割 ＰＫＣ ８ 。

４ ．２２ ０Ｅ 通过上调 ＰＫＣ５ 表达进而促进凋亡

在棉铃虫 的变态发育时期 ＰＫＣ Ｓ 的表达量升高 ， 而在此过程中幼虫组织发生程

序性细胞死亡 ， 而且鱗翅 目 昆虫的 ２０Ｅ 滴度也在此时升高 （
Ｒ ｉｄｄ ｉｆｏｒｄ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０ ３

）
。

这些都与 ＰＫＣ８ 的表达趋势
一

致 。 经由 核转录复合体 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 ，２ ０Ｅ 在幼虫组织

及 ＨａＥｐ ｉ 细胞 中上调 ＰＫＣ ５ 的表达。 由此可 以看出 ２０Ｅ 是 引 起 ＰＫＣＳ 表达的上游调

控因 子 。 这些结果与 ２ ０Ｅ 在 高浓度时诱导细胞凋 亡 的功能相
一

致 （
ＷａｎｇｅｔａＬ

，

２０ １ ６ｂ
）
。

在之前 的研宄 中 鉴定到
一

种丝氨酸儀氨酸蛋 白激酶能够诱导棉铃虫 中肠和脂

肪体的凋亡 （
Ｌ ｉｕ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３

）
。现在我们又揭示 了ＰＫＣＳ 参与 了２０Ｅ 诱导的细胞凋亡 。

在棉铃 虫 中 的发现与哺 乳动 物 中 的 ＰＫＣＳ 的功 能相
一

致
（
ＤｅＶｒ ｉｅｓｅｔａ ｌ ．

，２０ ０２ ；

Ｌｅｖｅｒｒ ｉｅｒ ｅｔ ａ ｌ．

，

２００２
；Ｚｈａｏｅｔ ａｌ ．

，
２０ ０ ９

）
。在人 中 ， ＰＫＣ５是

一

种癌症抑制因子 （
Ｒｅｙ ｌａｎｄ

，

４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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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 ０ ７
）

。 尽管很 多研究 己经证明 ＰＫＣＳ 能够介导细胞凋亡 ， 但是我们 的研宄证 明 了

ＰＫＣ５ 在昆虫中也可以促细胞凋亡 。

我们证明 了Ｔｈｒ ｌ ３ ４３ 的磷酸化对于棉铃虫 中 ＰＫＣＳ 的促凋亡活性是必需 的 。 通

过比对分析证明 ， Ｔｈ ｒ ｌ ３ ４３ 残基从脊椎动物到无脊椎动物是高度保守的 ， 并且在人

类中 ＰＫＣ５ 也可以被磷酸化 （
Ｋｏｎ ｉｓ ｈ ｉ ｅｔａ Ｌ

，
２０ ０ １

；
Ｐａｒｅｋｈｅｔ ａ Ｌ

，

２ ００ ０
）

。 在我们的研宄

中发现 ，

一

旦 ＰＫＣ Ｓ 的催化结构域过表达就发生磷酸化 。 因此我们提出 ＰＫＣＳ 是 自

磷酸化的 。 然而 ， 这个假设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进
一

步研究 。

研宄表明 ， 成虫翅盘的生长和分化具有 ２ ０Ｅ 浓度依赖特性 （
Ｎ ｉ

ｊ
ｈｏｕ ｔ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０ ７

）
。

此外在家蚕中发现 ２０Ｅ 可 以诱导翅盘细胞的增殖 （
Ｍｏｒ ｉｙａｍａ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６

）
。 在我们的

研宂中 ， 在变态发育阶段棉铃虫翅盘 的生长与 ＰＫＣ ５ 的表达量呈负相关 。 然而在棉

铃虫早期干扰掉 ＰＫＣ５ 表达后 ， 同时也抑制 了翅盘 的发育 。 但是翅盘中 凋亡基因的

表达与 中肠中 的 刚好相反 。 ＰＫＣＳ 可能对于整个虫体的发育具有关键作用 。 ２ ０Ｅ 在昆

虫 中可 以 同时促进不 同组织发生凋亡和增殖 ， 可能的机制是在凋亡组织和非凋亡组

织中有着不同的基因表达。 ２ ０Ｅ 可能通过不同 的途径调控中肠 的凋亡和翅盘的生长 ，

具体的机制还有待进
一

步研究 。

４ ．３ＰＫＣ Ｓ 磷酸化 ＥｃＲＢ ｌ 促使基因转录

ＥｃＲＢ ｌ 和 Ｕ ＳＰ １ 作为核受体超家族的成员是
一

种受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 。 核受

体的活化不仅受转录后翻译机制调控 ， 也受翻译后修饰机制调控 ， 例如蛋 白质磷酸

化 。 ２ ０Ｅ 通过 ＰＫＣ 介导 Ｕ ＳＰ 的磷酸化 己经在果蝇中得到证明 （
Ｓｏｎｇ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０ ３

）
。 还

有在烟草天蛾 （
Ｓ ｏｎｇ

ａｎｄＧ ｉ ｌｂｅｒ ｔ
，１ ９９ ８

）
， 黄粉虫 （

Ｎ ｉｃｏ ｌａ ｉ ｅｔ ａ  丨 ？

，
２００ ０

）
和棉铃虫 （

Ｌ ｉｕ ｅｔ

ａ ］ ．

，
２ ０ １ ４ｂ

）等 昆虫 中 也发现翻译后修饰对基因转录调控 的影响 。 然而 ＰＫＣ 的类型并

没有被鉴定到 。 此外核受体 ＥｃＲ 作为
一

种磷酸化的蛋白存在于成虫家蚕 （
Ｓａｋａｈ ｉｒａ ｅｔ

３ １ ．

，
１ ９ ９８

）
， 果蝇幼虫 ＠ １１ １＾１ ３ 丨 ．

，

２ ０ ０７
）和棉铃虫幼虫中 （

｛５￡１＾ ３ 丨 ．

，
２ ０ １４

）
。 但是这些

研究都只 是证明 了ＥｃＲ 的磷酸化 ， 并没有鉴定到它 的磷酸化位点 以及促使其发生磷

酸化的 ＰＫＣ 类型 。 有趣的是在实验 中我们发现过表达 ＰＫＣ Ｓ 催化域可 以直接在

ＥｃＲＢ ｌ 的 Ｔ４ ６ ８ 残基上发生磷酸化 ， 而不影响 ＵＳＰ １ 的磷酸化 。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对

与 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 复合体的形成 ， 转录因子与 ＥｃＲＥ 的结合 以及随后 引起 的基因转录

都是必需的 。 这些发现揭示了２ ０Ｅ 诱导基因表达的机制 。

过表达的 ＰＫＣ５ 催化域存在于细胞核 中 。 用 Ｐ ＳＯＲＴ 网站 ， 在全长的 ＰＫＣＳ 中预

测到不 同 的核定位信号 ， 从 ７ １ ６ａａ 到 ７２３ａａ 和从 １ １ ７５ａａ 到 １ １ ８ １ ａａ 。 因此我们推断

４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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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发生在细胞核 中 。

之前 的研 究表 明 Ｕ ＳＰ １ 的磷酸化在 与 ＥｃＲＢ ｌ 的 结合 中 非常重要 （
Ｌ ｉｕｅ ｔ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４ｂｈ此外 Ｕ ＳＰ １ 的 乙酰化同样影响其与 ＥｃＲＢ ｌ 的相互作用 （
Ｊ ｉｎｇ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６

）
Ｊ ０Ｅ

诱导 的 ＣＤＫ １ ０ 的磷酸化 同样促进 了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 转录复合体的形成 （
Ｌ ｉｕｅｔ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４ａ
）

。我们这项工作在此研宄基础上更进
一

步发现 ２０Ｅ 能够诱导 ＥｃＲＢ ｌ 的磷酸化 。

同样对 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 复合体的形成至关重要 。 这些研宄共 同证明 了 在 ＥｃＲＢ ｌ ／Ｕ ＳＰ ｌ

转录复合体的形成过程中 ， 转录后翻译修饰是
一

种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制 。

５ 小结

实验室之前的研宄证 明 ２ ０Ｅ 通过 Ｅ ｒＧＰＣＲ －

１ 和 ＥｒＧＰＣＲ －

２ ， Ｇａｑ ， ＰＬＣ ， Ｃａ
２ ＋

以

及 Ｃ ａＭＫ Ｉ Ｉ 信号诱导 Ｕ ＳＰ １ 发生磷酸化和 乙酰化 （
Ｐ －Ｕ ＳＰ ｌ

－Ａ ｃ
）

， 进而调控 Ｕ ＳＰ １ 与

ＥｃＲＢ ｌ 结合 ， 促使基因转录 （
Ｊ ｉｎｇ ｅｔ ａＬ

，
２０ １ ５

；Ｌ ｉｕｅｔ ａＬ
，
２０ １ ４ｂ

）
。 在本文 的工作 中 ，

我们进
一

步揭示 了２０Ｅ 通过 ＥｃＲＢ ｌ 和 Ｕ ＳＰ １ 快速上调 ＰＫＣＳ 。 过表达的 ＰＫＣＳ 定位

于细胞核 中并发生 自磷酸化直接调控 ＥｃＲＢ ｌ 在 ４ ６ ８ 的氨苏酸残基上发生磷酸化 。 磷

酸化的 ＥｃＲＢ  １ 与 Ｐ －Ｕ ＳＰ  １
－Ａｃ相互作用 形成转录复合体促使下游基 因的表达和细 胞凋

亡 。 通过这
一

正反馈调节机制 ， ２ ０Ｅ 经 由 ＰＫＣＳ 促使变态时期 的幼虫 中肠发生凋亡 。

２０Ｅ

（
１

）

｜

ｌＵ Ａ ＥｒＧＰＣＲｓ

ｘＧａｑ，ＰＬＣ ，Ｃａ
２＋

，ＣａＭＫＩＩ＼

／＾ Ｉ＼
／
＾ｗ％．＾ ＩＮｕｃ ｌｅ ｕｓＣｙｔｏｐｌａ ｓｍ ＼

（ 飞：
）

＼Ｔ
（
２

）—
ＨＥｃＲＥＤＮＡ■／

＾

ｘＳｋ ＰＫＣＳ
＾

Ｉ
（
３

＞

ｌ

＾
＾

ＨＲ３
，
Ｂ ｉｚ－７

，Ｃａ ｓｐａｓｅｓ
ｌ

丨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
，ｍｅ 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ｓ

图 ２ ． １ ０．２０ Ｅ 调节 ＰＫＣＳ 表达和 ＥｃＲＢ ｌ 磷酸化的机制示意图 。 （ １ ）２０Ｅ 通过 ＥｒＧＰＣＲ －

１ 和

ＥｒＧ ＰＣＲ－ ２ ，Ｇａｑ ，ＰＬＣ ，Ｃ ａ
２ ＋

以及 ＣａＭ ＫＩ Ｉ 途径诱导 ＵＳ Ｐ １ 发生磷酸化和 乙酰化 （
Ｐ －ＵＳＰ ｌ

－Ａｃ
）

进而调控ＵＳ Ｐ Ｉ与ＥｃＲＢ ｌ结合促使基因转录 （
Ｊ ｉｎｇ

ｅｔａＬ
，
２ ０ １ ５

；
Ｌ ｉｕ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４ｂ

）
。 （ ２ ）２０Ｅ通

４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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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ＥｃＲＢ ｌ 和 ＵＳＰ １ 快速上调 ＰＫＣＳ 。 过表达的 ＰＫＣＳ 定位于细胞核中并发生 自磷酸化直接调

控 ＥｃＲＢ ｌ 在 Ｔ４６８Ａ 的氨基酸残基发生磷酸化 。 （ ３ ） 憐酸化的 ＥｃＲＢ ｌ 与 Ｐ －ＵＳＰ ｌ
－Ａｃ 相互作

用形成转录复合体促使下游基因 的表达和细胞凋亡 。 通过这
一

正反馈调节机制 ， ２０Ｅ 经由

ＰＫＣＳ 促使变态时期的 昆虫肠发生凋亡 。

Ｆｉｇｕ ｒｅＺ １０ ．ＡＳｃｈｅｍ ａｔ ｉｃ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 ｃｈａｎ ｉｓｍｂ
ｙｖｉｌｉ ｉｃｈ２０Ｅｒｅｇ

ｕ ｌａｔｅ ｓＰＫＣ§

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ＲＢ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．（
１
）２０Ｅｖ ｉａＥｒＧＰＣＲ ｌａｎｄＥｒＧＰＣＲ２

，Ｇａｑ ，ＰＬＣ ？

ｃａｌｃ ｉｕｍ 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ＭＫＩ Ｉｓ＾ｎａ ｌ ｉｎｇ
ｔｒ ｉｇｇｅｒｓＵＳＰ １

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 ｅｔ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ｕ ｌａｔｅ

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 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ｏｂ ｉｎｄｏｎＥｃＲＥｆｏｒ２０Ｅｐａｔｈｗ ａｙｇｅｎｅ

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ｕｒ
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 ｔｕｄｉｅｓ（

Ｊ ｉｎｇ
ｅｔａ ｌ ．

，２０ １ ６
；ＬｉｕｅｔａＬ

，２０ １ ４ｂ
）

．（
２
）
２０Ｅｒａｐｉｄｔｙ

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ＰＫＣ８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ｖｍＥｃＲＢｌａｎｄＵＳＰ １ ．Ｔｈｅ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 ｅｄ－ＰＫＣ８ｃａｔａｌ
ｙ
ｔ ｉｃｄｏｍａｉｎ

ｗａｓａｕｔｏ
ｐ
ｈｏｓｐ

ｈｏｒｙｋｔｅｄａｎｄ ｌｏｃａ ｌｉｚ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ｕｃ ｌｅｕｓｔｏ
ｐ
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ＥｃＲＢ ｌａｔＴ４６＆（

３
）
Ｔｈｅ

ｐｈｏｓｐｈｏｒ
ｙ ｌａｔｅｄ

－ＥｃＲＢ 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ｗ ｉｔｈＰ－ＵＳＰ １
－Ａｃｔｏｆｍｎｔｈｅ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

ｉｏｎａ ｌ

ｃｏｍｐ
ｌｅｘｔｏｐ

－

ｏｍｏｔｅ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 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 ｉｓｐｏｓ ｉｔ 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

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
，
２０Ｅ

ｐ
ｒｏｍｏｔｅｓ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ｄｕｒ ｉｎｇ

ｉｎｓｅｃｔ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ｓ ．

４８



第三章 内质网上 Ｃａ
２＋感受器 ＳＴ Ｉ Ｍ １ 参与 昆虫 ２０Ｅ 信号途径诱

导 Ｃａ
２＋内流促使细胞凋亡

１ 引 言

ＳＴＩＭ １ 是
一

种存在与 内质 网膜上的 Ｃａ
２＋感受器 ， Ｎ 端在 内 质 网腔 中 ， Ｃ 端在细

胞质 中 （
Ｌ ｉｏｕ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 ０ ５

；
Ｒｏｏｓ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 ００５

）
。 人体 中 的ＳＴＩＭ １包含Ｎ末端的ＥＦｈａｎｄ

结构域和 ＳＡＭ 结构域 ， 这两个结构域存在 内质 网腔中 ， 之后包含
一

段跨膜序列 ，

ＳＴＩＭ ｌ
－Ｏｒａ ｉ

－激活区域 （ ＳＯＡＲ ） ，
—

个丝氨酸和脯氨酸富集 区和
一

个 Ｃ 末端的 多碱

性氨基酸区域 （
Ｎ ｏ

ｇ
ｕｅ ｉｒａ ｅｔ ａ 丨 ２０ １ ２

）
。 在 内 质 网 ＃５池的 Ｃａ

２＋排空后 ＥＦ ｌｉａｎｄ 结构域无

法结合到足够的 Ｃａ
２＋

， 引起 ＳＴＩＭ １ 蛋 白 构象变化促使 ＳＴＩＭ １ 聚集成簇诱导 ＳＯＣＥ

的发生 （
Ｌ ｕ ｉｋ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 ０ ８

）
。 ＳＴ ＩＭ １ 的聚集体从 内质 网膜迀移到 内 质网 －质膜结合区域

结合质膜上的 Ｐ ＩＰ ２（
Ｌ ｉ〇ｕ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０７

）
。 由于在 内质 网 －质膜结合区域内质 网与质膜之

间 的距离非常接近 ， 聚集后 的 ＳＴ ＩＭ １ 可 以在此处与 ＳＯＣ 通道 Ｏ ｒａ ｉ ｌ 直接相互作用

（
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

，
２００ ９

）
。 Ｏ ｒａ ｉ ｌ 是

一

种位于细胞膜上的 Ｃａ
２＋通道 ， 与 ＳＴ１Ｍ １ 相互作用来应

答钙池中 Ｃａ
２＋

的排空进而诱导 内源性的 ＳＯＣＥ ， 促使 Ｃａ
２ ＋

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质 中

（
Ｐｅｎｎａ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０ ８
）

。 在果媚 （
Ｈｏｕ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 ０ １ ２ｂ

） 以及人类 （
Ｂａ ｌａ ｓｕｒ ｉｙａ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４

） 中

发现活化 的 Ｏｒａ ｉ ｌ 通道以六聚体 的定位在细胞膜上 ， ＳＴ ＩＭ １ 以相 同的六聚体形式与

Ｏｒａ ｉ ｌ 相互作用 。

ＳＯＣＥ 的发生不仅依赖于 ＳＴＩＭ １ 的亚细胞定位变化还依赖于翻译后修饰水平上

的磷酸化变化 。在 ＨＥＫ２ ９ ３细胞 中 ，
ＳＴＩＭ １ 在 ＥＲＫ １ ／２ 的位点 Ｓｅｒ５ ７５

，
Ｓｅ ｒ６ ０ ８ 和 Ｓｅ ｒ ６２ １

发生磷酸化促使 ＳＯＣＥ 的发生 〇
Ｐｏｚｏ

－Ｇｕ ｉｓａｄｏ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３

）
。 而在 内皮细胞 ＳＴ ＩＭ １ 在

Ｓｅｒ４ ８ ６ 和 Ｓｅｒ６ ６ ８ 氨基酸残基发生磷酸化 ， 从而 抑制 了 有丝分裂过 中 ＳＯＣＥ 的发生

（
Ｔｅ ｒｒｙ

ｅｔａ Ｌ
，
２０ １ ７

） ； 同样在 内皮细胞中ＳＴＩＭ １经ＣａＭＫＫｐ
－ＡＭＰＫａ ｌ

－

ｐ３ ８ｐ信号途径

诱导磷酸化进而关闭 了ＳＯＣＥ （
Ｓｕｎｄ ｉｖａ ｋｋａｍ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３
）

。 因此 ，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与

细胞中 ＳＯ ＣＥ 密切相关 。 哺乳动物细胞中对 ＳＯＣＥ 的研究相对较多 ， 而在 昆虫 中 ，

ＳＴＩＭ１ 的表达 ， 磷酸化以及聚集对 Ｃａ
２＋

内流的影响 以及调控机制 尚不清楚 。 初步研

究显示昆虫中 的蛻皮激素 ２０Ｅ 在变态时期通过 ＳＯＣＥ 促使胞 内 Ｃａ
２ ＋增加 ， 以此为模

型能够揭示昆虫 中 ＳＯＣＥ 的分子机制 。

４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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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胞膜进入细胞 ， 然后结合在核受体 ＥｃＲ 上调控基因表达 （
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，

１ ９９５
）
。 这种

基因组途径 曾被认为是类固醇激素的主要作用方式 。 近年来的研宄表明 ＧＰＣＲ 参与

蛻皮激素 的信号转导途径 。 在棉铃虫 中 ， 细胞膜上的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 和 ＥｒＧＰＣＲ －

１ 参与

２０Ｅ诱导 的Ｃａ
２＋

内流及基因 表达 （
Ｃａ ｉｅｔ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 １ ４ａ
）（
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，

２ ０ １ ５
）

。 通过

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 ，２ ０Ｅ 诱导 ＣＤＫ １ ０ 以及 ＵＳＰ １ 发生磷酸化促使基因转录 （
Ｌ ｉｕｅｔ ａ Ｌ

，
２ ０ １ ４ａ

；

Ｌ ｉｕ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４ｂ

）
。 进

一

步研究证明在 ２ ０Ｅ 调控下 ， ＰＫＣ５ 诱导 ＥｃＲＢ ｌ 磷酸化促使

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 复合体 的形成 （
Ｃ ｈｅｎ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７

）
。 在家蚕 中 ，

２０Ｅ 能够增加胞 内 Ｃａ
２＋

浓度促使 ＰＣＤ 的发生 （
Ｍａｎａｂｏｏｎ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 ０９
）

。 之前的实验证明在棉铃虫细胞中 ２０Ｅ

能够 引起 比 ＪＨ 更高水平的胞 内 Ｃａ
２＋浓度 （

Ｗａｎｇｅｔａ ｌ ．

，

２ ０ １ ６ｂ
）

。 依赖于胞 内 Ｃａ
２夂浓

度的升高 ， ２ ０Ｅ 诱导细胞从 自 噬 向凋亡 的转变 （
Ｌ ｉ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６

）
。 Ｃａ

２＋激活 了钙调蛋 白

依赖的蛋 白激酶 Ｉ Ｉ（ＣａＭＫ ＩＩ ） 促使基因转录 （
Ｊ ｉｎｇ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５

）
。 最近的工作表明 ２０Ｅ

可以诱导 Ｃａ
２＋通过 Ｏｒａ ｉ ｌ 通道进入细胞质促使细胞调亡预示着 ２０Ｅ 通过 Ｏ ｒａ ｉ ｌ 引起

ＳＯＣＥ
（
Ｌ ｉ ｅｔ ａ Ｉ ．

，

２ ０ １ ７ｈ ＳＭ ， ＳＴ ＩＭ １ 作为 ＳＯＣＥ 的另
一

个成员 ， 在 昆虫 中的在昆

虫变态过程中功能和分子机制仍有待进
一

步研究 。

在这项研 宄 中 ， 我们发现鱗酸化的 ＳＴＩＭ １ 在变态和化蛹过程中在幼虫组织中广

泛表达 。 通过 ２０Ｅ 上调 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不仅受上游膜受体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 和 ＥｒＧＰＣＲ－２ 的

调控 ， 而且核受体 ＥｃＲＢ ｌ 及其异源二聚体 ＬＪ ＳＰ １ 的调控 。 此外 ， ２０Ｅ 能够促使 ＥｃＲＢ ｌ

结合在 ＳＴＩＭ １ 启 动子上的 ＥｃＲＥ 上 ， 从而诱导 ＊Ｓ ７７Ｍ７ 的转录 。 ＳＴＩＭ １ 对于幼虫 中肠

的降解和 ２０Ｅ 调节 的基因表达是必需的 。 ＳＴＩＭ １ 在棉铃虫变态过程中定位在幼虫中

肠 － 通过 ＧＰＣＲ ，ＰＬＣ ， ＩＰ３Ｒ 和 ＰＫＣ ，２ ０Ｅ 诱导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 ， 促使 ＳＴＩＭ １ 的

聚集并迁移到 ＥＲ －

ＰＭ 结合处。 ＳＴ ＩＭ １ 的磷酸化对于 ＳＴＩＭ １ 激活 ＳＯＣＥ 是必需的 。

这些结果表明 ２ ０Ｅ 通过 ＥｒＧＰＣＲ ｓ 激活 ＳＴＩＭ １ 以促进 ＳＯＣＥ ， 引起细胞 内 Ｃａ
２＋浓度

增加 ， 增加的 Ｃａ
２＋促使 ＰＫＣ 调控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 ， 进而诱导 ＳＴＩＭ １ 的聚集及移位 ，

诱导 ＳＯＣＥ 的发生 。 增加的 Ｃａ
２＋促进 ＥｃＲＢ ｌ 与 ＥｃＲＥ 结合反过来提高 ＳＴ ＩＭ １ 表达

量 ， 以及 ２０Ｅ 应答基因和凋亡相关基因 的转录 ， 最终促使凋亡和变态的发生 。

２ 材料和方法

２ ． １ 实验材料

２ ． １ ．１ 实验动物

以棉铃虫为研宄材料 ， 同第二章 。 制备抗体的兔子为新 西兰大 白兔 。

２ ． １ ．２ 实验细胞

５ 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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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第二章 。

２ ． １ ．３ 实验试剂

原核表达载体 ＰＥＴ－

３０ａ
－Ｈ ｉｓ （ Ｐｒｏｍｇａ ， 麦迪逊 ， 美 国 ） ， Ｃａ

２＋指示剂 ａｃｅｔｏｘｙｍｅｔｈｙ ｌ

（ＡＭ ）ｅ ｓ ｔｅｒ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ｃｒ ｉｍｓｏｎ
？

ｄｙｅ（ Ｉｎｖ ｉｔｒｏｇｅｎ ， 卡尔斯巴德 ， 美 国 ） ， 蛋 白ｍａｒｋｅｒ

（ ２６６ １ ６ ， 赛默飞世尔 ， 德克萨斯 ， 美国 ） ， 山羊抗兔荧光二抗 ＡＬＥＸ４８ ８（ ｉｎｖｅ ｉｔ ｒｏｇｅｎ ，

卡尔斯巴德 ， 美 国 ） ，
Ｔ４ＤＮＡ 连接酶 （ＮＥＢ ， 美 国 ）

， 麦胚凝集素 （ＷＧＡ ） ， 其它

均与第二章相同 。

２ ． １ ．４ 实验仪器

同第二章仪器 。

２ ．２ 实验方法

２ ．２ ． １ 组织和细胞中 ＲＮＡ 的提取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２ 第
一

链 ｃＤＮＡ 的合成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３ 组织和细胞蛋白的提取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４ 基因克隆

在 ＮＣＢ Ｉ 上找到家蚕的 ＳＴ ＩＭ １ 序列 ， 通过与棉铃虫转录组库进行 比对分析找到

了
一

个相似的基因 。 由 于中间部分缺失 ， 我们根据 己知的 Ｎ 末端和 Ｃ 末端序列 设计

弓
 Ｉ物ＳＴ ＩＭ １ ＪＦ ：ＡＴＧＣＧＴＡＴＣＧＧＴＴＴＣＧＴＧＴＴＡ和ＳＴＩＭ １Ｒ ：

ＣＴＴＡＴＣＣＣＣＴＣＣＴＡＡＴＡＴＡＡＡＧＴＧＧ 。 通过 ＰＣＲ 从棉铃虫中肠中扩增到 ＳＴＩＭ １ 的

全长序列 ， 然后测序验证 。 得到 ＳＴＩＭ １ 的序列后通过 ＥｘＰＡ Ｓｙ 工具确定 ＳＴＩＭ １ＯＲＦ

序列 》 ＳＭＡＲＴ 软件分析蛋 白 质 的结构域 。 用 ＭＥＧＡ５ ． ０ 和 ＧＥＮＨＤＯＣ 软件进行蛋

白质序列 比对和进化树制作 。

２ ．２ ． ５ 实时定量 ＰＣＲ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６ 蛋 白质免疫印记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７ 细胞系 中蛋 白錄达

同第二章方法

５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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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．２ ．８ 虫体激素诱导

在第二章实验方法基础上 ， 提取诱导后的 中肠总 蛋 白 ， 进行蛋 白质 免疫 印迹分

析 。

２ ．２ ． ９Ｘ－磷酸酶处理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 １ ０ＨＥ
染色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 １ １ 构建重组质粒

以第
一

链 ｃＤＮＡ 为模板 ， 根据设计好的 引 物通过 ＰＣＲ 扩增表达片段 ， 扩增 出 的

片段经限制性 内切酶酶切 、 纯化获得有粘性末端 的表达片段 。 用相 同的限制性 内切

酶酶切原核表达质粒 ＰＥＴ ３０ａ－Ｈ ｉｓ 或过表达质粒 ｐ
Ｉ Ｅｘ－４－Ｈ ｉｓ 或带有荧光标签的过表达

质粒 。 切记不能用 荧光标签上带有的酶切位点的 限制性 内 切酶酶切质粒 。 同样纯化

回收得到线性化载体 ＤＮＡ 片段 。 把酶切后的 ＤＮＡ 片段的载体按摩尔 比 ３ ：１ 的 比

例混合 ， 加入 Ｔ４ ＤＮＡ 连接酶 １ ０１ 过夜连接 。 再 ＤＨ５ａ 感受态细胞转化涂板 。 过

夜培养后通过 ＰＣＲ 筛菌 ， 琼脂糖电泳检测 。 筛到之后加 ＬＢ 培养基 ３７Ｘ： 摇晃过夜 。

第二天提取质粒 ， 经酶切验证 。 最后进行测序验证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２ 出 的合成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 １ １ ３ 虫体 ＲＮＡ 干扰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 １ ４ 细胞系 ＲＮＡ 干扰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 １ ５ 磷酸化水平检测

同第二章方法

２ ．２ ． １ ６ 染色质免疫共沉淀

同第二章方法．

２ ．２ ． １ ７ 重组蛋白试表达

将构建好 的携带表达片段的 ＰＥＴ３ ０ａ 质粒经转化进入 ＢＬ２ １ 表达菌株中 。 挑取单

克隆菌落 。 取
一

支干净 的试管 ， 加入 ５ｍ ｌ ＬＢ 培 基和 ２５
ｎ ｌ（ ２５ｒａ ｇ

／ｍ ｌ ） 硫酸卡那

霉素 。 加入挑取的菌落 ３ ７摇晃过夜 。 再取
一

支干净的试管 ， 加入 同样的培养基

５ 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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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抗生素 ， 按 １ ：１０ ０ 的 比例把菌液接种到新管中 ， ３ ７
°

Ｃ 摇晃培养 ３ｈ 。 取 ５ ０ ０Ｈ ｉ

作为诱导前的对照 ， ６０ ０ ０ｒｐｍ ， ３ｍ ｉｎ 收集菌体加入 １ ０ ０
ｇ ｌ ｌ

ｘＰＢ Ｓ 悬起 ， ４ １ 放置 。

在剩下的菌液中加如 ＩＰＴＧ ， 终浓度 ０ ． １Ｍｍ ，３ ７ １ 摇晃培养 ５ｈ 。 取 ３ ０ ０
ｎ ｌ 作为诱

导后样品 ， 离心收集菌体 ， １ ０ ０ 叫 ｌ
ｘＰＢ Ｓ 悬起 。 剩下的菌液同样条件离心收集细菌 。

弃上清加入 １ｍ ｌｌ
ｘＰＢ Ｓ 超声波破碎 ５ｘｎ ｉｎ 。 ４Ｔ ， １ ０ ０００ｒ

ｐｍ 离心 １ ５ｍ ｉｎ 。 分离上清

和沉淀 。 取 １ ００
Ｗ 上清 。 沉淀加 １ ００

Ｈ ｉｌ ｘＰＢ Ｓ 混匀 。 这四种处理的样品 中加入 ５ ０
ｎ ｌ

的蛋 白处理液 ， 煮沸 １ ０ｍ ｉｎ 。 ＳＤＳ
－ＰＡＧＥ 后用考马 斯亮蓝染液染色 ， 然后脱色 。 检

测表达情况 。

２ ．２ ． １ ８ 大规模表达重组蛋白

前
一

天晚上接种含表达载体的表达菌柱 ， 在 ５ｍ ｌ ＬＢ 培养基中 ３ ７ 摇晃过夜 。

过夜菌按按 １ ：１ ０ ０ 的比例把菌液接种到新种到 ３ ０ ０ｍ ｌＬＢ 培养基中 ， 加入卡那霉素

后在 ３ ７
°

Ｃ 摇晃培养 ３ ｈ ？ ＞ 加入 ＩＰＴＧ 至终浓度为 ＯＪ ｍＭ ，３ ７
＜

£ 摇晃培养 ５ ｈ 。 之后

６００ ０ｒｍｐ
２０ｍ ｉｎ 离心收集细菌 ， 然后用 ５ ０ｍ 丨 的 ｌ

ｘＰＢ Ｓ 悬起菌体 ， 混匀后在冰浴中

超声波破碎细菌 。 程序设定为 ： 超声波时间 ５ｓ ， 间隔时间 ５ｓ ， 全程时间 ｌ ｈ ， 保护

温度为 ６０Ｔ 。 超声破砕后 ４ １ ０ ０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２０ｍ ｉｎ 。 弃上清用 ， 沉淀分别用 Ｂ ｕｆｆｅ ｒ

Ａ 和 Ｂ ｕｆｆｅｒ Ｂ 各洗两次 。洗去杂蛋 白 后用 ３ ０ｍ ｌ 含 ８Ｍ 尿素的变性液悬起沉淀 ３７ｔ

震荡溶解 。

Ｂｕｆｆｅ ｒＡ ：５０ ｍＭ Ｔｒ ｉｓ
－ＨＣ ｌ（ ｐＨ８ ． ０ ） ，５ｍＭＥＤＴＡ

Ｂｕｆｆｅ ｒＢ ：５ ０ｍＭＴｒｉｓ
－ＨＣ ｌ（

ｐ
Ｈ８ ． ０ ） ，５ ｍＭ ＥＤＴＡ ，２ Ｍ Ｍ＊

变性液 ： ０ ． １Ｍ Ｔｒ ｉｓ
－ＨＣ ｌ（ ｐＨ８ ． ０ ） ，８Ｍ 尿素

２ ．２ ． １ ９ 重组蛋白 的纯化

待上述沉淀溶解后 ４
°

Ｃ ，１００ ００ｒｐｍ 离心 ２ ０ｍ ｉｎ 去除不溶性沉淀 ， 取上清过

Ｈ ｉｓ
－

ｔａｇ 变性柱 。 纯化流程为

１ ．２０％乙醇保存 的亲和层析柱流通酒精至柱床顶部 ， 以柱体积 ３ 倍体积的

去离子水洗涤柱子 ；

２ ．３ 倍柱体积的 ｌ
ｘＣｈａｒｇｅｂｕｆｆｅ ｒ 过柱 ；

３ ．３ 倍柱体积的 Ｂ ｕｆｆｅｒＢ 过柱 ；

４ ． 抽滤后的蛋 白样品流通 （重复两次 ） ；

５ ． １ ０ 倍体积的 ＢｕｆｆｅｒＢ 流通至样品 的 Ａ２８０ 稳定 ；

６ ．５
－

１ ０ 倍柱体积 ＢｕｆｆｅｒＣ 过柱 ， 目 的是去除杂蛋白 ；

５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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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 ． 最小体积 （ １
－２ｍ ｌ ） 的 ＢｕｆｆｅｒＥ 洗脱 ；

８ ． 加 Ｓｔｒ ｉ

ｐ
ｂｕｆｆｅｒ 清洗柱子 ， ２０％乙醇保存 。

ｌ
ｘＣｈａｒｇｅｂｕｆｆｅｒ ：５０ｍＭ Ｎ ｉＳ０

４

Ｂｕｆｆｅ ｒＢ ：１ ００ｍＭＮａＨ
２
Ｐ０

４ ，１０ｍＭＴｒ ｉｓ
－ＨＣ ｌ（ ｐ

Ｈ８ ． ０ ） ， ８Ｍ尿素

ＢｕｆｆｅｒＣ ：１ ００ｍＭＮａＨ
２
Ｐ０ ４ ， １ ０ｍＭＴｒ ｉｓ

－ＨＣ ｌ（ ｐＨ８ ． ０ ） ， ８Ｍ尿素 ， １ ０ｍＭ咪唑

Ｂ ｕｆｆｅｒＥ ：１ ００ｍＭＮａＨ２
Ｐ０４ ， １ ０ｎｉＭＴｒ ｉｓ

－ＨＣ Ｉ（ ｐ
Ｈ８ ． ０ ） ， ８Ｍ尿素 ， ２５０ｍＭ咪唑

Ｓｔｒ ｉ

ｐ
ｂｕ ｆｆｅｒ ：０ ． ５Ｍ ＮａＣ ｌ ，２０ｍＭＴｒ ｉｓ

－ＨＣ ｌ（ ｐ
Ｈ８ ． ０ ） ，１ ００ｒａＭＥＤＴＡ

２ ．２ ．２０ 制备多克隆抗体

以新购买 的新西兰大 白兔为免疫对象 ， 室 内 饲养 ２ 周后从耳缘静脉处取血 ， 离

心取其血清作为前血清 。 ２ ０ ０
ｐｇ 纯化的蛋 白 与等量 的完全弗 氏佐剂充分乳化 ， 形成

油包水的状态 ， 进行皮下 多点注射 。 三周 后将 ５０ ０ ｇｇ 纯化 的蛋 白 与等量的不完全弗

氏佐剂充分乳化 ， 进行第二次免疫 。 两周后将 １ｍｇ 纯化的蛋 白与等量的不完全弗 氏

佐剂充分乳化 ， 进行第三次次免疫 。

一

周后将 １ｍｇ 纯化的蛋 白直接进行肌肉注射再

次加强免疫反应 。 ３ 天后取血鉴定 。

２ ．２ ．２ １ 细胞内 Ｃａ
２＋水平检测

待细胞生长到合适的密度后 ， 用 含有 ３
ｐ
Ｍ 的 Ｃａ

２＋指示剂 ＡＭ 的新鲜 Ｇｒａｃｅ
’

ｓ 培

养基 ２ ７
°

（： 培养箱中孵育 ３ 〇 １＾ ］１１ 。 然后用不含 £ ＆
２＋的 １ 父 ０？６ ８ （ ２ ． ７ 〇１＾０＾ １ ， １ ． ５ 〇^

ＫＨ２Ｐ０４ ，１ ３ ８ｍＭ ＮａＣ ｌ ，８ ｍＭ Ｎａ
２
ＨＰ０

４
） 清洗三次 。 加入少量的 １ Ｘ ＤＰＢ Ｓ 覆盖住

细胞 ， 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每 ６ｓ 采集
一

次荧光照片 ， 持续 １ｍ ｉｎ 。 然后加入含 ２ ０Ｅ

的 １ Ｘ ＤＰＢ Ｓ ， 使终浓度为 ２ｍＭ。 继续采集照片持续 ２ｍ ｉｎ 。 之后再滴加等体积 的含

２ｍＭＣａ
２＋和２ｍＭ２０Ｅ的１Ｘ ＤＰＢＳ ， 采集照片４ｍ ｉｍ然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

－

ｐ ｌｕｓ软件分析

图片的荧光强度 。

５ 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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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． ＰＣＲ 所用到的 引物


Ｐｒｉｍｅ ｒｎａ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（
５

’
－３

’

）

ｑＲＴ
－ＰＣＲ

ＳＴＩＭ １
－ＲＴＦ ｇｇ

ｔ
ｇａｃａｃｇｃｃｇｃｔａｃｔｇ

ＳＴＩＭ １
－ＲＴＲ ｔｃｔｔｃｃａａｃｔｃｇｃｃｃ ｔｃｃ

ＥｃＲＢ  １ 

－ＲＴＦ ａａｔｔ
ｇｃｃｃｇｔｃａｇｔａｃｇａ

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ＴＲ ｔｇａｇｃｔｔｃｔｃａｔｔｇａ＾ａ

ＵＳＰ １
－ＲＴＦ ｇｇｔｃｃ ｔｇａｃａｇｃａａｔｇｔｔ

Ｕ ＳＰ １
－ＲＴＲ ｔｔｃｃａｇｃｔｃｃａｇｃｔ

ｇａｃ
ｔ
ｇａａｇ

ＨＲ３
－ＲＴＦ ｔｃａａｇｃａｃｃ

ｔｃａａｃａｇｃａｇｃｃｃｔａ

ＨＲ３
－ＲＴＲ ｇａｅ ｔｔｔｇｃ

ｔ
ｇａｔｇｔｃａｃｃｃ ｔｃｃｇｃ

Ｂ ｒＺ７－ＲＴＦ ｇｇｔｇａｃ ｔｇｔｃｃｔｔａｃｔ
ｇ
ｃｇｇｃａｔ

Ｂ ｒＺ７－ＲＴＲ ｔｔａａｔｔｃｃｔｔｔｇａｃｃａｔｇ
ａｃｔ

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３ＲＴＦ ｇｇａｇａｃａａｇｇｇｔｇｇａｇａａ

ｃａｓｐａ ｓｅ
－

３ＲＴＲ ｇｇａａｇｇｃｇｔｇｔａｔｇｔｇｇ ｔ

ｃａｓｐａ ｓｅ
－

６ＲＴＦ ｇｃｔｇｔｇａｔｃａｇｔｇｃｔａｃｇｇａｔ

ｃａｓｐａ ｓ
ｅ
－

６ＲＴＲ ｃｃｇａａ
ｔｃａｇｃｔｇｃａｔａｃａｃｔｔ

ＲＰＬ２７－ＲＴＦ ａｃａｇｇｔａｔｃｃ ｃｃｇｃａａａｇｔｇｃ

ＲＰＬ２７－ＲＴＲ ｇ
ｔｃｃｔｔｇｇｃｇｃ

ｔｇａａｃｔｔｃｔｃ，

Ｐ
－ａｃｔ ｉｎＲＴ Ｆ ｃｃｔ

ｇｇ
ｔａｔｔｇ

ｃｔｇ
ａｃｃｇ

ｔａｔ
ｇ
ｃ

｜

３
－ａｃｔ ｉｎＲＴ Ｒ


ｃｔｇｔｔ
ｇｇａａ幽ｇｇａｇａｇｇｇａａ


ＣｈＩＰａｓ ｓ ａｙ

ＥｃＲＥＦ ｃ ａ ｔｔｇａａｃｔｔｇｔｇａ
ｔ
ｇｔｇｇｃ

ＥｃＲＥＲ ｃｇｔｇａｔｃｔｃａｃａａｔｇａ
ｃａｃ

＊

ＲＮＡ  ｉｎｔｅ ｒｆｅ ｒｅ ｎｃｅ ： ^

ＳＴＩＭ Ｉ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 ｇａ
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ｇａａｔａｔｔｇｇｔｇｃｇｔａｔｔｔｇｃｔ

ＳＴＩＭ Ｉ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 ｇａ
ｃ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ｇａｔｔｔｇｔｇｇａｔａｇｇｇｔｃｔｔｔｇ

ＥｃＲＢ Ｉ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
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 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ｇｃｔｇｇｔａｔａａｃａａｃｇｇａｇｇａ

ＥｃＲＢ Ｉ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
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ｅ 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ａｇｃｔ

ｇｇ
ａ
ｇａ

ｃａａｃｔｃ ｃ ｔｃａｃｇ

ＵＳＰ Ｉ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 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ｇａａｃｃａｔｃｃｃｃ ｔａａｇｔｇｇｔｔｃ

ＵＳＰ Ｉ 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
ｔａａ 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ｃ ｔｔ

ｇａ
ｔｇａｇｃａｇｇａｔｃｔｇｇｔｃ

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ｔｔｃａｔｃｃ ｔｔｃｔａａｃｇｇｔｇｇｃ

ＥｒＧＰＣＲ －

１ＲＮＡ ｉＲ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ｔｃｇｃｔｔｃａｔｃｔｔｃｇｃｔａｔｃｔ

ＥｒＧＰＣＲ－２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ｅｇａ
ｃ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ｃｇａｇｇｇｔｃａａｇｔｃｔｇ

ａ
ｇｇｔｔ

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２ＲＮＡ ｉＲ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ｇｇｔｔａａｇｇｃｔｇｔｔｔ ｇａｔｇｔｔｇａ

ＧＦＰＲＮＡ ｉＦ ｇｃ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 ｔａｔａ
ｇｇｇａｔ＾ｔｃｃｃａａｔｔｃｔｃｇｔｇｇａａｃ

ＧＦＰＲＮＡ ｉＲ ｇｃｇ
ｔａａｔａｃｇａｃ 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ｃｔｔｇａａｇｔｔｇａｃｃ

ｔｔｇａｔｇｃｃ

Ｏｖｅ ｒｅ ｘｐｒｅ
ｓ ｓ ｉｏ

ｎ ：

ＳＴＩＭ ｌｏｅｘＦ ｃａｇｇａｇａ
ｔｃ ｔｃｇａｔｇｃｇｔａｔｃｇｇｔｔ ｔｃｇｔｇ

ＳＴＩＭ ｌｏｅｘＲ ｔａａｔａｃ＾ｔａｃ ｃｃ ｔｔａｔｃｃｃ ｃ ｔｃｃｔａａｔａｔａａａｇ

ＥｃＲＢ ｌ ｏｅｘＦ ｔａａｃａｃｇｔｃａａｇａｇｃ ｔｃａｔｇａｇａｃｇｃｃｇｃｔｇｇｔａｔａａｃ

ＥｃＲＢ ｌｏｅｘＲ ｇｃａｇｇｃｇｃｇｃｃｇａｇａｔｃ ｔｇｇａｇｃ ｇｃｃｇｇｃｇａｇｔｃｃｇｃｃａ

５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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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结果

３ ． １ Ｓ７７Ｍｉ 的克隆及信息分析

通过 ＰＣＲ 和测序获得 ＳＴＩＭ／ 的 ｃＤＮＡ 序列 。 经 ＢＬＡ Ｓ 分析 ， 结果显示 ＳＴＩＭＶ

序列与 ＮＣＢ 丨 上提交 的测序结果
一

致 ， 基 因号是 ＸＭ
＿

０ ２ １ ３ ３ ００２ ３ 。 通过进化树分析

鉴定棉铃虫 ＳＴ ＩＭ 属 于 ＳＴ １Ｍ １ 亚型 。 其亲缘关系与 昆 虫的 ＳＴ ＩＭ １ 的 进化距离较近 。

例如 ， 家蚕 ， 小菜蛾 以及果蝇等 。 而与脊椎动物的 ＳＴ ＩＭ １ 和 ＳＴ ＩＭ ２ 较远 （ 图 ３ ． １ ） 。

目 前在 昆虫 中 只 鉴定到
一

种 ＳＴ １ Ｍ ， 且与脊椎动物 的 ＳＴ ＩＭ １ 结构及功能相似 ， 命名

为 ＳＴ ＩＭ １ 。 与多重序列 比对发现 ＳＴ ＩＭ １ 有三个结构域十分保守 ： ＥＦ ｈａｎｄ 结构域 （感

受钙离子 ） ， ＳＡＭ 结构域 （ 同源聚集域 ） 和 ＳＯＡＲ 结构域 （ ＳＴ ＩＭ－Ｏ ｒａ ｉ 相互作用 区

域 ） （ 图３ ． ２ ） 。

！ 〇〇 
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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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３ ．２ ．ＳＴＩＭ １ 在 昆虫和人类中的 比对分析。 使用 ＭＥＧＡ ５ ． ０ 和 ＧＥＮＥＤＯＣ 进行 比对 。 棕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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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ｍ ｅｎ ｔ ．Ｔｈｅｂｒｏｗ ｎｂｏｘｍ ｅａｎ ｓｔｈｅＥｆｈａｎｄｄｏｍ ａ ｉｎ ． Ｔｈｅｂ ｌｕ ｅｂｏｘ ｉｓｔｈｅ

ＳＡＭｄｏｍ ａ ｉｎａｎｄ ｔｈｅｙｅ ｌ ｌｏｗｂｏｘ ｉｎ ｄ ｉｃ ａｔｅｓ ｔｈｅＳＯＡＲｄｏｍａ ｉｎ ．Ｇ ｒｅｅｎｍ ａｒｋｍ ｅａｎｓ ｔｈｅ

ｐ
ｈｏ ｓ ｐ

ｈｏｒ
ｙ

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ｔｅｏｆＳＴ ＩＭ １ ｉｎＨ． ａｗｕｇｅｒａ ．Ｔｈｅ
ｐ
ｈｏｓ 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ｔｅ ｓｗ ｈ ｉｃ ｈｈ ｉｇｈ ｌ ｉ

ｇ
ｈｔ ｅｄｗ ｉｔｈ

ｒｅｄｈａｖ ｅｂｅｅｎｄｅｍ ｏｎ ｓ ｔｒａｔ ｅｄ ｉｎＨ ．ｓ ａｐ ｉｅｎ ｓ ．

３ ．２ＳＴＩＭ ｌ 的原核表达检测

原核表达纯化 ＳＴ ＩＭ １ 的 １
－

３ ５ ０ 氨基酸序列 。 ＳＤＳ －ＰＡＧＥ 结果显示 ＳＴ ＩＭ １ 的原核

表达片段 以包涵体的形式存在 。 经 Ｎ ｉ 柱纯化带有 Ｈ ｉｓ 标签 的融合蛋 白后 鉴定到单
一

目 的条带 ， 表明纯化很成功 （ 图 ３ ． ３ ） 。

１２３４５６

ｋＤａ

１ １ ６—

＊ ■

？

６６
－

４５—

３５
＿—

Ｖ
２５— １

…
缺 ■■■

一＾…

１ ５＿
ｉ？

图 ３ ． ３． 通过 ＳＤＳ － ＰＡＧＥ 检测 ＳＴＩＭ ｌ 片段的重组表达 。 泳道 １ ： 蛋 白 ｍ ａｒｋｅｒ ； 泳道 ２ ： 诱

导前 ； 泳道 ３ ： ＩＰＴＧ 诱导后 ； 泳道 ４ ： 诱导后的上清 ；
ｌａｎｅ５ ： 诱导后的沉淀 ； ｌａｎｅ６ ： 纯化

的蛋 白 。

Ｆｉｇｕ
ｒｅ３ ． ３ ．Ｒｅ ｃｏｍ ｂ ｉ ｎ ａｎ ｔｅ ｘｐｒｅｓ ｓ

ｉｏｎｏｆ ＳＴＩＭｌｆｒａｇｍ ｅ ｎ ｔｗａ ｓｄｅ ｔｅ ｃｔｅｄｖ ｉａＳＤＳ－ＰＡＧＥ．Ｌａｎｅ １ ：

ｐｒｏｔｅ ｉｎｍ ａｒｋｅｒ
； ｌａｎ ｅ２ ：Ｅ ． ｃ ｏ ｌｉｗ ｉｔｈｏｕｕｎｄｕｃ ｔ ｉｏｎ

； ｌａｎｅ３ ： ｉｎｄ ｕｃ ｅｄｂｙＩＰＴＧ
； ｌａｎｅ４ ： ｉｎｄｕｃ ｅｄ

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
；

ｌａｎｅ５ ： ｉｎｄ ｕｃ ｅｄ
ｐｒ ｅｃ

ｉｐ
ｉｔａｔｅ

； ｌａｎ ｅ６ ：

ｐｕ
ｒ ｉｆ ｉｅｄ

ｐｒｏｔｅ ｉｎ ．

３ ．３ 棉铃虫 ＳＴＩＭ ｌ 在变态时期髙量表达且 以磷酸化形似存在

我们制备 了兔源 的抗棉铃虫 ＳＴＩＭ １ 的 多克隆抗体 ， 并检查 了抗体 的特异性 。 抗

体识别的分子量与预测 的
一

致 （ 图 ３ ． ４Ａ ） 。 为了验证 ＳＴ ＩＭ １ 在棉铃虫变态发育过程

中 的表达情况 ， 我们用 ｗｅｓ ｔｅ ｒｎｂｏ ｌｔ 检测 了５ 龄幼虫到蛹期的部分组织 中 ＳＴ ＩＭ １ 的

表达模式 （ 图 ３ ．４Ｂ ） 。 我们发现 ＳＴ ＩＭ １ 在各个组织 中均有表达 ， 且在变态时期和蛹

前期高表达 （ 图 ３ ． ４Ｃ ） 。 之前的研究证明 ＳＴ ＩＭ １ 存在磷酸化和非硪酸化两种形式 。

我们在棉铃虫中检测 了ＳＴ ＩＭ １ 的磷酸化 ， 发现 ＳＴＩＭ １ 以磷酸化 的形式存在与棉铃

５ 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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虫组织中 （ 图 ３ ． ４Ｄ ） 。 这些数据说明 ＳＴＩＭ １ 可能在变态过程发挥重要作用 。

Ａ Ｂ Ｅｐ ｉｄｅ ｒｍ ｉ ｓ

ＭｋＤ ａ ＳＴ ｉＭ １ ｜ Ｓ ５ ｋＤ ａ

１ ８ 〇卜
■－

——－

Ａ 〇
．

ｎ
ｐ

－

ａ ｃ ｔｍ
＇
￣￣￣

—一 

一 一 舞
■ ４２ ｋ Ｄａ

攀｜Ｈ
Ｍ ｉ ｄ ｇ ｕ ｔ

９ ５ ＳＴ ＩＭ １
４
《 被

ｙ邊６ ５ ｋ Ｄ ａ

７ ２ ｐ
－

ａ ｃ ｔ ｉ
ｎ

 ｜

一
一一

―

ｉ

｜

一一—

｜
４ ２ ｋ Ｄａ

ＳＴ Ｉ ＩＶ Ｉ １
＇

ｃ ＺＴＺＺｕ ，

６ ５ Ｋ Ｄ ａ
．



Ｆ ａ ｔ ｂ〇ｄｙ


５ ５ Ｓ Ｔ ＩＭ １




  

． ６ ５ ｋＤ ａ

Ｐ
－

ａ ｃ ｔ
ｉ ｎ

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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＇

４ ２ ｋＤ 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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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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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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＾ａ^

ｙ〇＾ ４＾ｒ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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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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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Ｆａｔ ｂｏ ｄ ｙ Ｉ

＿

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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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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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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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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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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￣＾
＾

ｔＸｊｓｉ Ａ ｎ ｔ ｉ

＿

ｐ
－

３ ｃ ｔ ｉ ｎ ４２ｋＤ ａ

Ｉ〇 ． 〇
ｌ

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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＇

７
ＣＬ Ｃ ＇ ＇ ａ＇ ＣＬ Ｄ 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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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３ ． ４ ． 蛋 白质印迹分析表达模式和 ＳＴＩＭ １ 在不同组织中的磷酸化 。
（
Ａ

）
蛋 白质 ｍ ａｒｋ ｅｒ 用

于鉴定 ＳＴ ＩＭ １ 的分子量 。 用 ６ 龄 ７２ ｈ 幼虫 中肠蛋 白 质检测 。
（
Ｂ

） 用抗棉铃虫 ＳＴ ＩＭ １ 的多克

隆抗体检测表皮 ， 中肠和脂肪体 中 的 ＳＴ ＩＭ １ 表达模式 。

ｐ
－

ａｃｔ ｉｎ 蛋 白质加样对照 。 ６ ｔｈ－

６
，６ ｔｈ－ ２ ４

，

６ ｔｈ－４ ８
，６ ｔｈ

－

７ ２
，６ ｔｈ

－

９ ６
，
和 ６ ｔ ｈ

－

１ ２ ０ 表示相应时间 的 ６ 龄幼虫 。 Ｐ Ｏｄ 到 Ｐ ８ ｄ 表示从刚化蛹

和化蛹 ８ 天 。 Ｆ ， 取食期 ；
Ｍ ， 蜕皮 ；

ＭＭ ， 变态时期蜕皮 ；
Ｐ ， 蛹 。

（
Ｃ

） 用 Ｑｕａｎ ｔ ｉｔｙＯｎｅ

软件根据三个独立的生物实验对 ｗ ｅｓ ｔ ｅ ｒｎ 印迹条带密度进行统计分析 。
（
Ｄ

） 使用来 自 表皮 ，

中肠 和脂肪体的蛋 白质提取物进行 Ｘ 磷酸酶处理 。 所有胶浓度为 ７ ． ５％ 。
ｐ

－

ａｃ ｔ ｉｎ 蛋 白质加样

对照 。

Ｆ ｉ

ｇ
ｕ ｒｅ３ ． ４ ．Ｗｅｓ ｔ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ａ ｎ ａ ｌｙｓ ｉｓｏ ｆｅ ｘ

ｐ
ｒｅ ｓｓ ｉ ｏ ｎｐｒｏ ｆｉ ｌ ｅｓａ ｎ ｄｐｈ ｏ ｓ ｐ

ｈ ｏ ｒ
ｙ

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ＳＴ ＩＭ ｌ ｉ ｎ

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 ｔｔ ｉ ｓｓ ｕｅ ｓ ．

（
Ａ

）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Ｌａｄｄｅｒ（
Ｔｈｅｒｍ ｏＦ ｉ ｓ ｈ ｅｒ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 ｉｃ

，Ｌ ｉ ｔｈ ｕａｎ ｉａ
）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ｔｏ ｉｄ ｅｎ ｔ ｉｆ

ｙ

ｔｈｅｍ ｏ ｌｅ ｃ ｕ ｌａｒｗ ｅ ｉｇｈｔｏ ｆＳＴ Ｉ Ｍ ｌ ．Ｔ ｈ ｅ
ｐ ｒ ｏ ｔ ｅ ｉｎ ｓｆｒｏｍｍ ｉｄ

ｇｕ ｔｏｆ ｓ ｉｘ ｔｈ ｉ ｎ ｓ ｔａ ｒ７ ２ｈ ｌａｒｖａｅ ．

（
Ｂ

）
ＳＴ ＩＭ ｌ

ｅｘ
ｐ

ｒ ｅ ｓ ｓ ｉｏｎｐｒｏｆｉ ｌｅｓ ｉｎ ｔ ｈｅｅｐ ｉｄ ｅ ｒｍ ｉ ｓ
，ｍ ｉｄ

ｇ
ｕ ｔａｎｄｆａｔｂｏｄｙ，ａｓｓ ｈ ｏｗ ｎｂｙｗ ｅｓ ｔ ｅ ｒｎｂ ｌｏ ｔｕ ｓ ｉｎｇａ

ｐ ｏ
ｌｙ ｃ ｌｏ ｎａ ｌ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

ａｇａ ｉｎｓ ｔＨ．ａｎｎ ｉｇｅｒａＳＴ ＩＭ ｌ ．

Ｐ
－

ａｃ ｔ ｉｎ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ｔｈｅ
ｐ

ｒｏ ｔｅ ｉｎ
ｑ

ｕａｎ ｔ ｉ ｔｙ
ｃｏｎ ｔｒｏ ｌ ．

６ ｔ ｈ －

６ｈｔｏ６ ｔ ｈ
－

１ ２ ０ｈｒｅｐ
ｒ ｅｓ ｅｎ ｔｓ ｉｘｔｈ ｉｎ ｓ ｔａｒ ｌａｒｖ ａｅａｔ ｔｈｅｃ ｏ ｒ ｒｅｓ ｐ

ｏｎ ｄ ｉｎｇｈｏ ｕ ｒ ｓ ．Ｐ－

０ｄｔｏＰ
－ ８ｄ

ｉｎｄ ｉｃ ａｔ ｅ０
－

ｔｏ８
－ ｄ －

ｏ ｌｄ
ｐ ｕｐ

ａｅ ．５Ｆ
，ｆｉｆｔｈ ｉｎ ｓ ｔａ ｒｆｅｅｄ ｉｎ

ｇ
ｌ ａｒｖ ａｅ

；５Ｍ，ｆｉｆｔｈ ｉｎ ｓ ｔａ ｒｍ ｏ ｌ ｔ ｉｎｇ
ｌａｒｖａ ｅ

；Ｆ ？

ｆｅｅｄ ｉｎｇ ；Ｍ ，ｍ ｏ ｌ ｔ ｉ ｎｇ ；ＭＭ ，ｍ ｅｔａｍｏ ｒ
ｐ
ｈ ｉｃｍ ｏ ｌ ｔ ｉｎ ｇ ；Ｐ ，ｐｕｐａｅ ．

（
Ｃ

）
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ａ ｌａｎａ ｌｙ ｓ ｅｓｏｆ  ｔｈｅｄ ｅｎｓ ｉｔｙ

ｏ ｆｗ ｅ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ｂａｎ ｄ ｓｂｙＱ ｕ ａｎｔ ｉｔｙＯｎｅｓ ｏｆｔｗ ａｒ ｅｂ ａｓ ｅｄｏｎ ｔｈ ｒ ｅ ｅ ｉｎ ｄｅ
ｐ
ｅｎｄｅｎ ｔ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 ｌ

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 ｔ ｓ ．Ｔ ｈ ｅｂａ ｒｓ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ｔｈｅｍ ｅａｎ ｓ土ＳＤｏ ｆ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ｅ
ｐ
ｅｎ ｄｅｎ ｔｅｘ

ｐ
ｅｒ ｉｍ ｅｎ ｔｓ ．（

Ｄ
）Ｔｈ ｅ九

ｐ
ｈｏｓ

ｐ
ｈａｔａｓ ｅｔ ｒｅａｔｍ ｅｎ ｔ ｗ ａｓｃ ｏｎｄ ｕｃ ｔ ｅｄｕｓ ｉｎｇｐ

ｒｏ ｔｅ ｉｎｅｘ ｔ ｒ ａ ｃ ｔｓｆｒｏｍ Ｅ
ｐ

ｉｄｅ ｒｍ ｉｓ ，ｍ ｉｄｇｕｔａｎｄＦ ａ ｔｂｏｄｙ ．

Ａｌ ｌＴｈｅ
ｇｅ ｌｓｃ ｏ 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 ｗ ａｓ７ ． ５％ ．

５ 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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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． ４２ ０Ｅ 提高 ＳＴＩＭ １ 在中肠中的表达

为 了验证 ＳＴＩＭ １ 是否受 ２ ０Ｅ 调控 ， 我们在幼虫 中注射用不 同浓度的 ２ ０Ｅ ， 发现

在注射 ２０ ０ ｎｇ
／只 以及 ５ ００ｎｇ

／只后 ， 与对照组相 比 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显著上调 （ 图 ３ ． ５Ａ

和 Ｃ ） 。 同 样在幼虫 中注射相 同浓度的 ２０Ｅ ， 在不同 时间后检测 ＳＴ ＩＭ １ 表达 ， 发现

在注射 １ ２ｈ 后 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量显著上 调 （ 图 ３ ． ５Ｂ 和 Ｄ ） 。 这些结果表 明 ＳＴ ＩＭ １ 的

表达是依赖 ２０Ｅ 的浓度和时间梯度 。

Ａ
ＤＭ ＳＯ ２０Ｅ

ＳＴ Ｉ Ｍ １
 ｜

￣￣


￣￣

 ．

￣

Ｉ

卜 －
ｉ 

■

 

￣￣

６５ｋＤ ｓ

ｉ

＊

ｊ

 ｜… ：
，一 一 ．

． ．

 １ １？ ｗ ｊ 

４２ｋＤ ａ

０５ 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５０ ０ （
ｎｇ ／ ｌ ａ ｒｖａ ）

Ｂ
ＤＭ ＳＯ ２０ Ｅ （

５０ ０ｎｇ ／ ｌ ａ ｒｖ ａ ）

ＳＴ Ｉ Ｍ １
卜

？ ＇ｗ＇嫩

ｊ

６ ５ｋＤ ａ

ｐ
￣３ ｃ ｔ ｉ ｎ

＊＊＊
＇
＇ ＊？ ＞一 － ，？？？—－ ？？ ？？？－－

４２ｋＤａ

１３６１ ２２４ １３６１ ２２４（
ｈ

）

Ｃ Ｄ
□ＤＭ ＳＯ□ＤＭ ＳＯ

￡ ２ ． ５
「０３２０Ｅｃ ２ ． ５

「
Ｅ３２ ０Ｅｔ

１
２ ． ０

－

＊ａ〇２ ． ０
－

 ＊ｐ
ｉ

ｃｋ
１ － ５

＇

 Ａ＾
１ － ５

－

ｉ

＾１ ． ０３４＞ １ ． ０
－

Ｈ
〇 ； 〇

ｌｕｌ ．
｜］］ｊｌＪｌｌ ｌｌｌ

．｜
Ｓ ｌｆＱ ｆＱ ＿

ｆｆｌｊｌ ｌＬ
０５ ０１ ００２ ００ ５ ０ ０ １３６１ ２２４ （

ｈ
）

（
ｎｇ ／ ｌ ａ ｒｖ ａ

）

图 ３ ． ５ ？ 中肠中 ２ ０Ｅ 上调表达 ＳＴ ＩＭ Ｉ 。
（
Ａ

）
注射不 同浓度的 ２ ０Ｅ 进入 ６ 龄 ６ 小时 的幼虫 。 小

时 。 ２４ｈ 后检测到 中肠 ＳＴ ＩＭ 】 的表达 。 注射等体积的稀释的 ＤＭ ＳＯ 作为对照 。
ｐ

－

ａｃ ｔ ｉｎ 蛋

白加样量对照 。
（
Ｂ

）
在不 同 的时间每只幼虫注射 ５ ０ ０ｎｇ ２０Ｅ 进入 ６ 龄 ６ 小时的幼虫 。 所有

的胶浓度为 ７ ． ５％ 。
（
Ｃ

） 和 （
Ｄ

）
用 Ｑ ｕａｎ ｔ ｉ ｔｙＯｎｅ 软件统计分析 Ａ 和 Ｂ 的蛋 白 质 印迹条带的

密度 。 误差用平均值 ±ＳＤ 表示。 根据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通过 ／ 检验分析显著

性差异 （＞ ＜０ ． ０ ５
）

。

Ｆ ｉ

ｇ
ｕ ｒｅ３ ． ５ ．Ｔｈ ｅｅ 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ＳＴＩＭ Ｊｗａ ｓｕ ｐ

ｒｅ
ｇ
ｕ ｌ ａ ｔｅ ｄｂｙ

２ ０Ｅ ｉ ｎｍ ｉ ｄ
ｇ ｕ

ｔ ．

（
Ａ

）
２０Ｅ ｗ ａｓ ｉｎ

ｊ
ｅｃ ｔ ｅｄ

ｉ ｎ ｌ ａｒｖａｅｏ ｆ６ ｔｈ
－

６ｈｗ ｉ ｔｈｄ ｉ ｆｆｅ ｒ ｅｎ ｔｃ ｏｎｃ ｅ ｎ ｔ ｒ ａ ｔ ｉｏｎｆｏ ｒ２ ４ｈ ．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ｄｅｔ ｅｃ ｔｅｄｔｈｅＳＴ ＩＭ ｌ

ｅｘ ｐｒｅｓ ｓ ｉｏ ｎ ｉ ｎｍ ｉｄｇｕｔ ．Ａｎｅ
ｑ
ｕａ ｌｖｏ ｌ ｕｍ ｅｏｆ ｄ ｉ ｌｕ ｔｅｄＤＭＳＯｗ ａｓ ｉｎ

ｊ
ｅｃ 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 ｏｎ ｔ ｒｏ ｌ ．

 （

３
－

ａｃ ｔ ｉｎｗ ａｓ

ｕ ｓ ｅｄａｓｔｈｅ
ｐ

ｒｏ ｔ ｅ ｉｎ
ｑ

ｕａｎ ｔ ｉｔｙｃ ｏ ｎ ｔ ｒｏ ｌ ．（
Ｂ

）Ｉ ｎ
ｊ
ｅｃ ｔｅｄ５ ０ ０ｎｇ

２０ Ｅ
ｐ

ｅ ｒ ｌａ ｒｖａ ｅｏｆ６ ｔｈ －

６ｈｆｏｒ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

ｔ ｉｍ ｅ ．Ｗｅｓ ｔ ｅ ｒｎｂ ｌｏ ｔｄ ｅ ｔ ｅｃ ｔ ｅｄｔｈｅＳＴＩＭ ｌｅｘｐｒ ｅ ｓｓ ｉｏｎ ｉｎｍ ｉｄ ｇｕ ｔ ．ＤＭＳＯａｎ ｄＰ
－

ａｃ ｔ ｉｎａ ｌ ｓ ｏｕ ｓ ｅｄａｓ

ｃ ｏｎ ｔ ｒｏ ｌ ．Ａ ｌ ｌｔｈｅｇ ｅ ｌ ｓｃ ｏ ｎ ｃ ｅｎ ｔｒａｔ ｉｏｎｗ ａｓ７ ． ５％．（
Ｃ

）ａｎｄ（Ｄ ）
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ａ ｌａｎａ ｌｙ ｓ ｅ ｓｏ ｆ ｔｈ ｅｄｅｎｓ ｉ ｔｙｏ

ｆ

ｗ ｅ ｓ ｔｅ ｒｎｂ ｌｏ ｔｂａｎ ｄ ｓｏ ｆＡａｎｄＢｂｙＱ ｕ ａｎ ｔ ｉ ｔｙ
Ｏｎ ｅｓ ｏｆｔｗ ａ ｒｅ．Ｔ ｈｅｂ ａ ｒｓ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ｔｈｅｍ ｅａｎ士Ｓ Ｄ ．

Ｓ ｉ

ｇ
ｎ ｉｆｉｃ ａｎ ｔ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ｃ ｅｓｗ ｅｒ ｅｃ ａ ｌｃ ｕ ｌａ ｔｅｄｕｓ ｉｎｇＳ ｔｕｄｅ ｎｔｓｔｔ ｅｓ ｔ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 ５

）ａｃ ｃ 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ｔｈ ｒｅｅ

ｂ ｉｏ ｌｏｇ
ｉｃ ａ ｌｒ ｅ

ｐ
ｌｉｃ ａｔｅ ｓａｎｄ ｔｈ ｒｅｅｔｅｃ ｈｎ ｉｃ ａ ｌ ｒ ｅｐ ｌ ｉｃ ａｔ ｅｓ ．

６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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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．５２０Ｅ 通过膜受体以及核受体共同调控 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

在 以前的研究中发现在棉铃虫 中膜受体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 和 ＥｒＧＰＣＲ－２ 在 ２ ０Ｅ 信号途

径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。 ＥｃＲＢ ｌ 和 Ｕ ＳＰ １ 的核转录复合体对 ２０Ｅ 调控下 的基因表达

同样非常重要 。 因此 ， 为了验证膜受体和核受体对 ２ ０Ｅ 调控下 ＳＴＩＭ １ 表达的影响 ，

我们分别在棉铃虫表皮细胞系上干扰掉 和 奶Ｐ ｉ ，

检测 ＳＴＩＭ １ 受 ２０Ｅ 的调控表达 。 结果表明 ， 干扰掉膜受体和核受体后 ，
２ ０Ｅ 促进

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被抑制 （ 图 ３ ． ７Ａ －Ｄ ） 。

我们在棉铃虫基因组 中找 到 了ＳＴＩＭ １ 的 启 动子序列 ， 通过 ＪＡＳＰＡＲ 网 站

（ ｈｔｔｐ
： ／／

ｊ
ａ ｓ

ｐａ
ｒ ． ｇｅ ｎｅｒｅｇ ． ｎｅｔ／ ） 分析之后鉴定到

一

个类似的 ＥｃＲＥ 序列 （ 图 ３ ．６ ） 。 该序

列与 以前鉴定到 的 ＨＲ３ 启动子上的 ＥｃＲＥ 非常相似 （ 图 ３ ． ７Ｅ ） 。 ＣｈＩＰ 实验证明 该序

列能够与 ＥｃＲＢ ｌ 结合 （ 图 ３ ． ７Ｆ ） ， 说明 ２ ０Ｅ 通过 ＥｃＲＢ ｌ 直接促进 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 。

－

１ ９９８ｇａ ｔ ｔａｃ ｃ ｃ ｔａｃａｇ ｔ ｇａａｔ ｇ ｔａ ｔ ｃｇ ｔ ｇａｃ ｔａｇｇａｃａｃ ｃａａｃ ｔａａｇｇａｔ ｇｇａａａｇ ｃ ｃ ｃ ｔ ｔ ｇ ｃ

￣

１ ９ ３８ａａｇａｇａｇａａａ ｔ ｃ ｔ ｃａｇｔ ｔ ｃｃａ ｔ ｇ ｔ ｔ ｃ ｃａｔａｇａａｔａａｃａｃ ｔ ａａｇａｃ ｃａａｃａ ｔ ｇ ｃ ｇｇａｔａｇｇ

－

１ ８７８ｔａｃ ｔ ｔａｇａ ｔ ｔ ｃａａａｇａｇ ｔａａｃ ｃ ｃａａｃｃａｃａ ｔ ｔ ｇｃａｇｔ ｃ ｔ ｇｃａｇａｔａｔ ｃ ｃ ｃａｇｇ ｃ ｔ ｔ ｃ ｔ ｇａ

－

１ ８ １ ８ａｔ ｃ ｔ ｇａａｃ ｔａｇａｃ ｔ ｇａｔ ｃｇａｔ ｔａａｔ ｔａｔ ｃｃａｔａａａ ｔａｔ ｔａｔ ｃａｇｔ ｔ ｔｇ ｔ ｇ ｃ ｃａ ｔａｃ ｔｇａａ

－

１ ７５８ｇｃｃ ｔ ｃａ ｔ ｃｃｇａｔ ｔｇａｔａａａ ｔ ｔ ｇｃａｇａｇａｇｇｃｇａａａｃ ｔｇａｔ ｔ ｔａ ｔａａｔ ｇａｃａｔａｃａｇ ｃｇｃ ｃ

－

１ ６９８ａｔ ｃ ｔ ａｃａａａｃａｃａｔａｇ ｔ ｃｇａａｃ ｔａｔ ｔａａｃ ｔ ｇｇ ｔａａｃａｔ ｇａｇｃ ｔ ｔａｃｇａａａｔｇ ｃ ｃａｔａｃｔ ａ

－

１ ６３８ｇａｔ ｇｇｃｇ ｔ ｔａｃ ｔａｇ ｔｇｃ ｃａａａａ ｔ ｃ ａｔａｔ ｃ ｔ ｔ ａａ ｔ ｔ ｇ ｔ ｔ ｇａｔ ｔ ｔ ｃ ｔ ｔ ｔｇｔ ｔａｔ ｃ ａｃａｔ ｔ ｔ ｔ

－

１ ５７８ｔａａｃ ｔａａａｔ ｃｃａｇｃ ｃ ｔａａａｃｃ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ｇａｔ ｔ ｃａａａｔａｔ ｃ ｔａ ｔａｔａｔ ｔａｔａｔ ｔ ｃａｔｇｇｔｇｇ

－

１ ５ １ ８ｔ ｔａｇ ｔ ａｇａｃ ｃｇ ｔ ｃａ ｔａ ｔ ｇ ｔ ｃ ｔ ｇａ ｔ ｔ ｔｇａｇｃ ｔ ｔ ｇｃａｃ ｔ ａｔ ｔｇａｔａｇｇｔａｃ ｔ ｃ ａｔ ｔｇｃａｔ ａｔ

－

１ ４５８ｔ ｔ ｔ ｇｇ ｃａａｃ ｔ ｔａａ ｔ ａｇｇａｇａａｇａｃ ｔｇｔ ｔ ｔａｔ ｔｇａｔ ｔａｇｃ ｔ ａｇｔ ｇｇａｃｇｇｃｇｇ ｔａｔ ｇｇｃ ｔ ａ

－

１ ３９８ｇａ ｃ ｔａｔａｔ ｔ ｃａａｇ ｔ ｔａｔ ｔ ｃ ｔ ｇａｇｔ ｔａｔ ｔ ｔ ｃａｔｇａａａａｃ ａｔ ｇｇｇｇｇ ｔｃａｔ ｔａｇａｔａｃ ｔ ｇａｔ

－

１ ３３８ａ ｔ ｔ ｔ ｃ ｔａｇａａａａｔｇｇａａａａｔａｔ ｔ ｔｇｔａｇａｔａｇｃａａｔａ ｔ ｔ ｔａａａｇａｔａａｔ ｔａａｇａｇ ｔａａｔ ｔ

－

１ ２７８ｔ ｃａ ｔ ｇ ｔ ｇ ｃａａａｔａ ｔａａｔ ｃ ｔａａｇｔｇｔｇｔ ｃａｇａｃａｔ ｔ ｔ ｔｇｇｇ ｔ ｃａａａｔｇｃ ｃａａａ ｔ ｇ ｔａｔｇａａ

－

１ ２ １ ８ａ ｔｇｔ ｔａａｔ ｔａｔｇｃ ｔ ｇａｔａａｃ ｔａ ｔ ｔ ｔ ｔ ｔａａｃ ｔａｔ ｃａａｇｃａａｃ ｔ ｃ ａｔ ａｃａａａｔ ｔ ｇａ ｔ ａｇｇａａ

－

１ １ ５８ａｃａｃａａｔｇ ｔｇｔ ｃａｃ ｔａａａａｇ ｔａｇｇａａｃａａｃ ｃ ｔ ｔ ｔａ ｔ ｔ ｔ ｃａｔ ａｔａｃｃ ｔａｇ ｔｇ ｔ ｔ ｔ ｃｔ ｃａｇａ

－

１ ０９８ａｔ ｔａａｔａａｔａｇｇａｔ ｃａｔ ｔａａｔａａａｔ ｔｇａｇｔ ｔ ｔｇｇ ｔ ｃ ｔａｔ ａｃ ｔ ｇａｔ ｇａｔ ａｔ ｔ ｔ ｔ ｇｇａｔａｔ ｃ

－

１ ０ ３８ａｔａｔ ｔａｃ ｃａａｔｇｔｇ ｔｇｔｇ ｔ ａａａｔ ｇａａａｔ ｇｇｔｇａｃｃ ｔ ｔ ｇｇ ｔａｃ ｔｇｔａｔ ｔ ａａｃ ａｇｃａａｃａａｔ

－

９ ７８ｇ ｃ ｃａｇｃ ｔａｔｇ ｔｇｇｔａｇａｃａｔｇ ｔ ａａｃａｔ ｇｔ ｃａｔａａｔａａｃ ｃ ｃａｃ ｔ ｃ ｃａｃａｔｇｔ ｔ ｔａ ｔａｇ ｔ ａａ

－

９ １ ８ａｃａｇｃｔｇａｔａａｃａａａａｃａｔａｔ ｔｇｃ ｔ ｇ ｔ ｔ ｔ ｔ ｃ ｔａｃ ｃ ｔａｃａｔ ｔａｃａｔ ｔａｇａｔ ｔ ｔ ｃ ｔ ｃ ｃｇ ｔ ｔ ｔ

－

８ ５８ｔ ｔｔ ｔ ｔ ｔ ｔｇｃａｔ ｃａａａｔａｇ ｔｇａｃａｃｃａａｃ ｃａｔ ｃａｔ ｔ ｔａｔ ａｔ ｇａｔａｇ ｃ ｃａｔ ｃ ｔ ｃａｃａｃａｔ ｇａ

－

７９８ｃ ｇａａａｃｃｃａａｃａｔ ｃ ｔ ｔ ｇｔ ｔ ｇｔ ｇ ｃａａｔａｇａｇａｃａａｔ ｃ ｔ ｔ ａｃａｃａａａａａｔ ｔ ｇａｔ ｔ ｔ ｔａｃａａａ

—

７ ３８ｔ ｔ ｃｔ ｔ ｇ ｔ ｃａｔ ｇ ｔ ｃａｃａａｃａｃ ｔａｃ ｃａｃｇｃｃａａ ｔａｔ ｇｔａｃｇｇａａａｔａａａａ ｔａｔ ｔａａｇａａａａｔ

－

６７８ｔ ｔ ｔ ｃ ｔａａｔ ｔａｃ ｃａｔ ｃａｃａｃｔ ｇａｃ ａｃａａａｃａｃ ｃ ａｃ ｔ ｔ ｇ ｔ ｔ ｔ ｇｇａｇａａｔａａａａｔａｔ ｇａｔ ｃａｇ

－

６ １ ８ａｇａｔ ｃａｔａａａｔａｇａａｃａｔａａｔａｇｃｇｔａｇ ｔａａａｃａａｇｃ ｇ ｔａａｃａａａｇｇａａａａｔａｔ ｔ ａｇａｔａ

－

５ ５８ｃｔ ｃａｃｇ ｔ ｔｃｔ ｇｔｇａｔ ｔ ｃｃ ｔ ｃ ｃ ｔ ｃ ｃａａａａｃａｇｃ ｃａｔｇｇｃｔ ｔ ｃａａａａｔ ｃｇａｔｇｔ ｔ ｃａｔａｔ ｔ ｔ

－

４９８ｇｃｇａａｔ ｔ ｃ ｔａｇｃａｃａｔａａｃ ｔ ｃａａｔ ｔａａａａｃａｃｇａｇｔａｃａａ ｔａｔｔａｔ ｇｃ ｔａｔ ｇａｃｇａｔａｔ ｇ

６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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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４ ３ ８ｔ ｇａａａ ｔａａｃａａ ｃａａｇ ｇａａａ ｔ ｔ ａｇ ａ ｔａａｔ ｔ ｔ ｇ ｔ ａ ｔ ｃ ａａａａｇ ｔ ｔ ｇｃ ｔ ｃ ｔ ｔ ｃａａｇｇ ｔａｔ ｔ ｇ ｔ ｔ

－

３ ７ ８ｔ ａｃａａａｃ ｔ ｇｇｃ ａａｇ ｇ ｔ ｃａｔ ｔ ｔ ｇａ ｃａｔａｔ ｔ ｔ ｔ ｇｇ ｔａａａ ｔ ａａｔａ ｔ ｇｇｇ ｔ ｇ ｃ ｇ ｔ ｔ ｃａｔ ｔ ｔ ｔ ｔ ｇ

－

３ １ ８ｔ ｇ ｔ ｇｇａｃ ｔ ａｇ ｔ ｇ ｃ ａａａａｇ ｔ ｃ ａｔ ｔ ｇａｃａａｔ ａｇ ｔ ａｇａａ ｔａａ ｔ ｃ ｇａｃ ｔａａｃ ａｇ ｔ ｔ ｔ ｇａｃ ａｔ ａａ

－

２ ５ ８ａｃａａａ ｔ ａｇ ｔ ｔ ｔ ｃ ｃ ｔ ｇ ｃａａａ ｔ ｇ ｔ ｔ ｇｃ ｃａｃａｃａｔ ｃａａａａａｃａｔ ａｔ ｇ ｔ ｃａａａｇ ｔ ｔ ｔ ｔ ｔ ｃ ｇａｃ ｃ

－

１ ９８ｔ ｃｇ ｃ ｔａｇ ｔ ｔ ｔ ｔ ｔ ｃ ｔ ｔ ｔ ｃ ｔ ｇ ｔ ｇａ ｔ ａａａａａａａ ｔ ｃｇ ｔａｇｃ ｔ ｔ ａｇｃ ｔ ｔ ｔ ｔａ ｔ ｇ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ｃａ ｔ ｔ

－

１ ３ ８ｇａａｃ ｔ ｔ ｇ ｔ ｇａ ｔ ｇ ｔ ｇｇ ｃ ｃ ｔ ｔ ａ ｔ ａａａｃ ｔａ ｔａａａｃ ｃａｔ ｔ ｔ ｔ ｇ ｔ ｃ ｔ ｇｃａｔａ ｔ ｔ ａｔ ｔ ｔ ｔ ａｇａａｔ ｇ

－

７ ８ｔ ｇ ｔ ａｔａｇａｇ ｔ ｇ ｃｇｇ ｔ ｇｔａａｃ ｔ ｇａａｇ ｔ ｇｇ ｔ ｔ ｔ ｔ ｇ ｔａ ｔ ｔ ｔ ｔ ｔａｔｇ ｔ ｇｃｇｇ ｔ ｔａａ ｔ ｇｃａｔ ｔ ａｇ

－

１ ８ｔ Ｒ ｔ ｃａ ｔ ｔ Ｒ ｔ Ｒａ Ｒａ ｔ ｃ ａｃ ＲＡＴＧＣＧＴＡＴＣＧＧＴＴＴＣ

－

ｌＭＲＩＧＦ

图 ３ ．６ ． Ｓ７７Ｍ７ 启动子序列 。 阴影部分为预测到的 Ｅｃ ＲＥ
（ ｇｃ ｇｇ

ｔ ｔａａ ｔ
ｇｃ

ａ ｔｔａ
）
序列 。 粗体

部分为 Ｓ７７Ｍ／ 的起始密码子 ， 大写部分为部分 Ｓ ７７Ｍ／ 编码 区 。

Ｆ ｉ

ｇ ｕ ｒｅ３ ． ６ ．ＳＴＩＭ１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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ｊ
ｊ
ｌＡｌｍ１

ｆＥｒＧＰＣＲ －

１ＳＴＩＭ １＾ＥｒＧＰＣＲ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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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Ｒ Ｆ Ｐ ＋ Ｄ Ｍ Ｓ Ｏ

％？
ｍｅｃｒｂ ｉ

－ｒ ｆ ｐ ＋ ２ 〇 ｅ

ｑ５ ０＊

Ｇｅｎ ｅＥ ｃ Ｒ Ｅｓｅ ｑ ｕｅ ｎ ｃｅ 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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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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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 ａ ｔ ｔ ａ￡ ２ ０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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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
［户 圓 ｆ

王葡

ａ ｎ ｔ ｉ

－ Ｒ Ｆ Ｐ Ｉ ｇＧａ ｎ ｔ ｉ

－ＲＦＰ

＾Ｐ ｒ ｉｍｅ ｒ Ｅｃ ＲＥＰ ｒ ｉ ｍ ｅ ｒ ＳＴ Ｉ Ｍ １

图３ ． ７．２ ０Ｅ通过ＥｒＧ ＰＣＲ－

１ ，ＥｒＧ ＰＣＲ －

２和ＥｃＲＢ ｌ
，ＵＳ Ｐ １促进ＳＴＩ Ｍ １表达 。 细胞中干

扰 ￡＞６＾ （：７？
－

７
（
八

）
， ￡＞０尸 （：尺 －２

（
８

）
， 及；灿 ７

（
（：

）
和 ０５／

？

７
（
１）

） 的表达 ， ２ （＾
（
２ 心４

） 处理 １ ２ １ １ １

检测 Ｓｒ／Ｍ 的表达 。 通过公式 ２
￣ ＡＡＣｒ计算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水平 。 根据三次独立重复实验计

６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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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误差 。
（
Ｅ

）棉铃虫 ＨＲ３ 和 ＳＴ ＩＭ １ 启动子上预测 了的 ＥｃＲＥ 序列 ＪＦ
） 通过 Ｃｈ ＩＰ 检测 ＥｃＲＢ ｌ

与 ＥｃＲＥ 结合以增加 ＳＴ１Ｍ １ 转录 。 ＥｃＲＢ ｌ
－ＲＦＰ －Ｈｉｓ 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过表达 ７２ 小时 。 用 ２０Ｅ

（ ２ｕＭ ） 或等量的 ＤＭＳＯ 处理细胞 １ ２ 小时 。 用 ＲＦＰ 抗体沉淀 ＤＮＡ 片段用 ｑＲＴ
－ＰＣＲ 定量

分析 。 ｌｇＧ ， 非特异性小 鼠 ｌｇＧ 。 Ｐｒ ｉｍｅｒＥｃＲＥ ， 靶序列为 ＥｃＲＥ 。 Ｐｒ ｉｍｅｒＳＴ ＩＭ １ ， 靶序列位

于 ＳＴＩＭ １ＯＲＦ 中 。误差用平均值 士ＳＤ 表示 。根据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通过 ｒ 检

验分析显著性差异 （， ＜０ ． ０５
）

。

Ｆｉｇｕ ｒｅ３．６ ．２０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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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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＝

（
ｓ ａｍｐ ｌｅ

ｐｒｅｃ＾ ｉｔａｔｅｄｂｙ
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

－

ｓａｍｐｌｅｗ 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 ）
／ ｉｎｐｕ

ｔｘ％ ． ＩｇＱｎｏｎｓｐｅｃ
ｉｆｉｃｍｏｕｓｅ

Ｐｒ ｉｍｅｒＥｃＲＥ
，ｐｒ

ｉｍｅｒｓ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ｏＥｃＲＥ ．Ｐｒ ｉｍｅｒＳＴ ＩＭ １
，ｐｒ ｉｍｅｒｓ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ｏＳＴ１Ｍ １ＯＲＦ ．

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ａｌ ａｎａｆｙｓ ｅｓｗｅｒｅ
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ｓ ｉｎｇ

Ｓｔｕｄｅｎｔ＾ｔ ｔｅｓｔ
（

＊

ｐ

＜
０ ． ０５

） ， 
ａｎｄ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

士ＳＤ ．Ｔｈｒｅｅｂ 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ｒｅｐ
ｌ ｉｃ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

ｌｉｃａｔｅｓｗ 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ｆｏｒａｌｌ

ｅｘ
ｐｅ

ｒ ｉｍｅｎｔｓ ．

３ ．６ＳＴＩＭ ｌ 干扰后抑制了变态的发生和 ２０Ｅ 诱导的基因表达

在证明 了ＳＴＩＭ １ 在变态时期幼虫组织中表达之后 ， 我们需要探宄 ＳＴＩＭ １ 在幼

虫到蛹的转变过程中的功能 。 在虫体上干扰掉 ＳＴＩＭ １ 后 （ 图 ３ ． ８Ｃ ） ， 与对照组相 比

并没有导致死亡仅出现化蛹的延迟 （ 图 ３ ． ８Ａ ） 。 延迟时间在 ３ ５ｈ 左右 （ 图 ３ ． ８Ｂ ） 。

在对照组中 ， 第二次注射 ＆ （？／子 ９６ １１ 后 的幼虫 中肠己经发生降解变红 ， 并且幼虫中

肠和成虫 中肠已经分离 ， 而 由 处理后 的幼虫并没有 出现红色且幼虫中肠也没

有明显的和成虫 中肠分离 （ 图 ３ ． ８Ｄ 和 Ｅ ） 。 ｑＲＴ
－ＰＣＲ 分析结果显示干扰 ＳＴＩＭ １ 后棉

铃虫中肠 中 ２ ０Ｅ 信号途径的下游基因及凋亡相关基因 的表达被抑制 （ 图 ３ ． ８Ｆ ） 。 在

表皮细胞系中我们得到 了相似的结果 （ 图 ３ ．８Ｇ ） 。 这些结果证明 ＳＴＩＭ １ 在棉铃虫变

态时期参与幼虫中肠的凋亡。

６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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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３ ． ７． 虫体干扰沿７Ｍ７ 的表达延迟幼虫向蛹的转变和抑制 了应答 ２ ０Ｅ基因 以及凋亡相关基

因 的表达 。
（
Ａ

） 注射 和 后幼虫形态变化 。 标尺 ＝

０ ． ５ ｃｍ ．

（
Ｂ

） 注射 ＜＊５Ｔ／Ｍ７

和 治ＧＦＰ 后 ， 统计每组幼虫化蛹时间 ＝

一

组包含 ３０ 只幼虫 ， 重复三次 。 误差用平均值 士ＳＤ

表示 。 根据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通过 ／ 检验分析显著性差异（Ｖ ＜０ ． ０５
）

。
（
Ｃ

） 免

疫印迹显示 了ＳＴＩＭ １ 敲低的效率 。 中肠的蛋 白质是从 Ｂ 图 中 的幼虫中提取的 。 胶浓度为

７ ． ５％ 。 ｐ
－

ａｃ ｔ ｉｎ 作为加样对照。 用 Ｑｕａｎｔ ｉｔｙ
ｏｎｅ 进行统计分析条带密度 。 误差用平均值 ＋ ＳＤ

表示 。 根据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通过 ／ 检验分析显著性差异（巧 ＜０ ． ０５
）

。
（
Ｄ

） 第

二次注射 ９６ ｈ 后 中肠表形 。 ＭＧ ： 中肠 。
（
Ｅ

） 第二次注射 办ＧＦＰ 或 也Ｓ７７Ｍ／ ９ ６ 小时后 中肠

横切面的 ＨＥ 染色 。 标尺 ＝

５０
ｕｒｎ（

Ｆ
）
ＳＴ ＩＭ １ 敲低后幼虫中肠 ２０Ｅ 诱导基因 的 ｍＲＮＡ 相对

表达水平 。用第二次注射后 ９６ 小时的幼虫中肠分离总 ｍＲＮＡ 用于 ｑＲＴ
－ＰＣＲ 分析 。

（
Ｇ

）
ＨａＥｐ ｉ

细胞中 ２０Ｅ 诱导的基因 的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水平 。 细胞用 办Ｓ７７Ｍ／ 或 冶ＧＦＰ 转染 ２４ 小时 ，

随后用 ２０Ｅ（ ２ｎＭ ） 处理 １２ 小时 。 等量的 ＤＭＳＯ 和 ＲＰＬ２ ７ 基因作为阴性对照 。 误差用平

均值 ±ＳＤ 表示 。 根据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通过 ？ 检验分析显著性差异 （Ｖ
＜

０ ． ０５
）

。 Ｆ 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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ｄｓＧＦＰｏｒｄｓＳＴＩＭＩ  ． Ｅａｃ ｈ
ｇ

ｒｏｕｐ
ｃ ｏｎｔａ ｉｎ３ ０ ｌａｒｖａｅ 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 ｓ±ＳＤｂａｓ 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

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 ｔｅｘｐ ｅｒ ｉｍ ｅｎｔ ｓ ．Ｔｈ ｅｓ ｉ

ｇｎ
ｉｆ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ａｓｄ ｅｔ ｅｒｍ ｉｎ ｅｄｂｙ

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ｔｅｓ ｔ
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５

）
．

（
Ｃ

）
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 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Ｔ ＩＭ ｌｋｎｏｃ ｋｄｏｗｎ ．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ｏｆｍ ｉｄｇｕｔｗ ａｓｅｘ ｔｒａｃ ｔｅｄ

ｆｒｏｍＢ ．Ｔｈｅ
ｇｅ ｌｃ ｏ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ｗ ａｓ７ ． ５％．

Ｐ
－

ａｃ ｔ ｉｎ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ｔｈｅ ｃ ｏｎｔ ｒｏ ｌ ．Ｓ 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 ａｌａｎａ ｌｙ ｓ ｉｓｗ ａｓ

６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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ｕｓ ｅｄｑｕａｎｔ ｉｔｙｏ
ｎ ｅ ｓ ｏｆｔｗ ａｒｅ ．Ｔｈｅｖａ ｌ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 ｅａｎ ｓ士ＳＤ

（
ｎ
＝

３
）

．Ｔｈ ｅｓ ｉ

ｇ
ｎ ｉｆ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 ｒ ｅｎｃ ｅｓａｓ

ｄｅｔｅ ｒｍ ｉｎｅｄｂ
ｙ
Ｓ ｔｕｄｅｎｔ

’

ｓｔｔｅｓ ｔ
（

＊

／
？＜０ ． ０ ５

）
．

（
Ｄ

）
Ｍｏｒｐ

ｈｏ ｌｏｇｙ
ｏｆ ｍ ｉｄ

ｇｕｔａｆｔｅｒｓ ｅｃ ｏｎｄ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ｆｏｒ９６

ｈ ．ＭＧ ：ｍ ｉｄｇ ｕｔ ．

（
Ｅ

）
ＨＥｓ ｔａ ｉｎ ｉｎｇｓ ｈｏｗ ｉｎｇ

ｔｈｅｔ ｉｓ ｓ ｕ ｅｈ ｉｓ ｔｏ 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ｄｇｕｔａｆｔｅｒ ｓｅｃ ｏｎｄ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

ｏｆｄｓＧＦＰｏｒｄｓＳＴＩＭｌｆｏｒ９６ｈ ．Ｓｃ ａ ｌｅｂａｒ
＝

５０
 ｜

ｉｍ（
Ｆ

）
Ｒｅ ｌａｔ ｉｖ ｅｍＲＭ Ａ ｌ ｅｖｅ ｌｓｏｆ２０Ｅ－

ｉｎｄｕｃ ｅｄ

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ｌａｒｖａ ｌｍ ｉｄｇｕｔａｆｔｅ ｒｋｎｏｃｋｄｏｗ ｎｏｆＳＴ ＩＭ １ａｎｄＧＦＰ（
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ｃ ｏｎ ｔ ｒｏ ｌ

）
．Ｔｏｔａ ｌｍＲＮＡ

ｉ ｓ ｏ ｌａｔ ｅｄｆｒｏｍ ｌａ ｒｖａ ｌｍ ｉｄｇｕ ｔａｆｔｅ ｒｓ ｅｃ ｏｎｄ ｉｎ
ｊ
ｅｃ ｔ ｉｏｎｆｏｒ９６ｈｆｏ ｒ

ｑ
ＲＴ－ＰＣＲａｎａ ｌ

ｙ ｓ ｉｓ ．（
Ｄ

）
Ｒｅ ｌａｔ ｉｖｅ

ｍＲＮＡ ｌｅｖ ｅ ｌｓｏｆ２０Ｅ－

ｉｎｄｕｃ ｅｄｇｅｎ ｅｓ ｉｎＨ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ｓ ．Ｃｅ ｌ ｌ ｓｗ 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ｃ ｔｅｄｗ ｉｔｈｄｓＳＴＩＭｌｏｒ

ｄｓＧＦＰｆａ
＊

２４ｈａｎｄｓｕｂｓ ｅｑｕｅｎｔ ｌ

ｙｔ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０Ｅ（
２
 ｜

ｉＭ
）
ｆｏｒ１ ２ｈ．Ａｎｅｑｕ ｉｖａｌｅ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ｏｆ

ＤＭＳＯａｓａｃ ｏｎｔｒｏ ｌ ．Ｉ ｎＣａｎｄＤ
，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ｖｅｍＲＮ Ａ ｌｅｖ ｅ ｌｓｗ ｅｒｅｃ ａ ｌｃ ｕ ｌａｔｅｄｂｙｍ ｅｔｈｏｄ ，

ｇｅｎｅｏ
ｆＲＰＬ２ ７ａｓａｎｅ

ｇａｔ
ｉｖｅｃ ｏｎ ｔ ｒｏ ｌ ．Ｔｈｅｂａｒｓ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ｔｈｅｍ ｅａｎｓ士ＳＤｏｆｔｈｒｅ ｅｉｎｄｅｐｅ

ｎｄｅｎｔ

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 ｌｅｘｐｅｒ ｉｍ ｅｎｔ ｓ ．Ｔｈｅａｓ ｔｅｒ ｉｓｋｓｄ ｅｎｏｔｅ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ａｓ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ｄｂｙＳｔｕｄｅｎｔ

’

ｓｔ

ｔｅｓｔ
（

＊

＾
＜０ ． ０５

；

＊ ＊

／
？
＜０ ． ０ １

）
．

３ ．７ ＳＴＩＭ １ 在中肠和细胞中 的定位

为 了鉴定 ＳＴ ＩＭ １ 在幼虫组织中 的功能 ， 我们检查了ＳＴ ＩＭ １ 在中肠中 的表达和

定位 。 使用抗 ＳＴ ＩＭ ］ 的 多克隆抗体进行免疫组织化学 。 我们发现 ＳＴＩＭ １ 在 ６ 龄 ２４ｈ

幼虫中肠 中表达量低 ， 在 ６ ｈ 龄 ４ ８ｈ 之后 的 中肠中表达量增加 。 另外 ， ＳＴＩＭ １ 主要

定位于 ６ 龄 ９ ６ｈ 的幼虫中肠 ， 成虫中肠则很少 （ 图 ３ ． ９ ） 。 结果进
一

步表明 ＳＴ１Ｍ １

参与变态期幼虫中肠的凋亡 。

ＨＥＳＴ ＩＭ １ＤＡＰ ＩＭｅ ｒｇｅ

＝

｜

：

齡

？２４ ｈＭｉｌ

图 ３ ． ９ ．ＳＴＩＭ１ 位于变态期的幼虫 中肠 。 ＨＥ 染色显示 中肠结构 。 免疫组织化学用 于鉴定

ＳＴ ＩＭ １ 的定位 。 ＩＭ ， 成虫中肠 ；
ＬＭ ， 幼虫中肠 。 绿色荧光指示 ＳＴ ＩＭ １ 。 蓝色荧光用 ＤＡＰ Ｉ

指示核 。 使用前血清作为对照抗体 。

６ 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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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 ｉ

ｇｕ ｒｅ３ ． ９ ．ＳＴ１Ｍ１ ｌｏｃａ ｔｅ ｄ ｉ ｎ ｌａ ｒｖａ ｌｍ ｉｄ
ｇ ｕ ｔｄｕ ｒ ｉｎ ｇｍｅ ｔａｍ ｏ ｒｐｈ ｏｓ ｉｓ ．Ｈｅｍ ａｔｏｘｙ ｌ ｉｎａｎｄｅｏ ｓ ｉｎ

（
ＨＥ

）ｓ ｔａ ｉｎ ｉｎｇｓ ｈｏｗ ｉｎ
ｇｔｈ ｅｔ ｉｓ ｓ ｕｅｈ ｉｓ ｔｏ 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ｍ ｉｄｇｕｔ ．Ｉｍｍ ｕｎｏｈ ｉｓ ｔｏｃ ｈｅｍ ｉｓ ｔｒｙ

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ｔｏ

ｉｄｅｎ ｔ ｉｆ
ｙ ｔｈｅ ｌｏ ｃ 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Ｔ ＩＭ １ ． ＩＭ

， ｉｍａｇ
ｉｎａ ｌｍ ｉｄ

ｇｕ ｔ
；ＬＭ ， ｌａｒｖａ ｌｍ ｉｄｇ

ｕｔ ．Ｔｈｅｇｒｅ ｅｎ

ｆｌｕｏｒｅｓ ｃ ｅｎ ｃ ｅ ｉｎｄ ｉｃ ｔｅｄＳＴ ＩＭ １ ．Ｔｈ ｅｂ ｌｕｅｆ ｌｕｏ ｒｅ ｓ ｃ ｅｎ ｃ ｅ ｉｎｄ ｉｃ ｔｅ ｄｔｈｅｎ ｕｃ ｌｅ ｉｗ ｉｔｈＤＡＰ Ｉ ．Ｐ ｒｅ
－

ｓ ｅｒｕｍ

ｗ ａｓｕ ｓ ｅｄａｓａ ｃ ｏｎ ｔ ｒｏ ｌａｎｔ ｉｂｏｄｙ ．

为进
一

步验证 ２ ０Ｅ 对 ＳＴ ＩＭ ｌ 的调控 ， 我们在 Ｈ ａ Ｅｐ ｉ 细胞中检测 了２０Ｅ 调节下

ＳＴ ＩＭ １ 的亚细胞定位 。 结果显示 ２０Ｅ 促进 ＳＴ ＩＭ １
－ＧＦＰ 聚集 ， 与 ＳＥＲＣＡ（肌浆 内 质

网 Ｃａ
２＋

－ＡＴＰ 酶 ） 抑制剂毒胡萝 卜素 （ ｔｈａｐｓ ｉｇａｒ ｇ ｉｎ ） 具有相似的功能 （ 图 ３ ． １ ０Ａ ） 。 在

２０Ｅ 诱导 的钙池排空后 ＳＴ ＩＭ卜ＧＦＰ 在 ＥＲ －ＰＭ 连接处形成聚集体 。 在 ＤＰＢ Ｓ 中添加

钙离子后 ， ＳＴ ＩＭ １
－ＧＦＰ 的聚集消失 。 然而 ， 由于 ｔｈａｐｓ ｉｇａ ｒ

ｇ
ｉｎ 的不可逆抑制 ， 使 ＥＲ

中不能回 收妈离子 ， ＳＴＩＭ １
－ＧＦＰ 仍然保持聚集 （ 图 ３ ． １ ０Ｂ ） 。 我们通过 Ｗｅ ｓ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

检测 了ＨａＥ ｐ ｉ 细胞中 ＳＴＩＭ １
－ＧＦＰ 的表达 （ 图 ３ ． １ ０Ｃ ） 。 这些数据表明 ２０Ｅ 在耗尽 内

钙储存后诱导 ＳＴ ＩＭ Ｉ 聚集并迁移至 ＥＲ －ＰＭ 连接处 。

Ａ Ｒ
Ｇ Ｆ Ｐ Ｓ ＴＩＭ １ ＧＦ ＰＭｅ ｒ

ｇ ｅ Ｇ Ｆ ＰＷＧＡＭｅ ｒ
ｇ
ｅ

嶋

Ｂｌ
ＤＭＳ０

ＢｉＯｎＢ

■■■ ■■■
ｍｍｍ

－ｍｕｍ
— ｓｎＭ ｉ

－ｅＦＰ
９ ５

 １ ００  ｋ Ｄａ

图 ３ ． １ ０ ．２〇Ｅ 诱导 ｓｎ Ｍ ｌ 聚集和移位 。
（
Ａ

）ＳＴ ＩＭ １
－Ｇ ＦＰ 在 ＨａＥ

ｐ
ｉ 细胞中 的定位 。 将

ＳＴ ＩＭ ｌ
－ＧＦＰ －Ｈｉｓ 和 ＧＦＰ －Ｈ ｉｓ 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转染 ４ ８ｈ ， 然后用 ＤＰ ＢＳ 洗涤 ， 随后用含 ２０Ｅ

（ ２
ｎＭ ） 或毒胡萝 卜素 （ １ｎＭ ） 无 Ｃａ

２

的 ＤＰＢＳ 处理 １ ０ｍ ｉｎ 。 蓝色荧光指示用 ＤＡＰ Ｉ 染色

的细胞核 。 标尺为 ２０
ｎｍ＊

（
Ｂ

）
２０Ｅ 在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诱导 ＳＴ ＩＭ １

－ＧＦＰ 的移位 。 将 １

－

６ 和 １ ０ －

１ ２

与 图 Ａ 处理相 同 。 另外 ， 在 ７ － ９ 和 １ ３
－

１ ５ 中 ， 在用 ２０Ｅ 和毒胡萝 卜素处理后 ， 在含有 ｌ ｍＭ Ｃａ
２ ＋

的 ＤＰ ＢＳ 中孵育细胞 １ ０ｍ ｉ ｎ 。 红色荧光指示用 Ａ ｌｅｘａＦ ｌｕｏ ｒ５ ９４
－标记的小麦胚芽凝集素

（ ＷＧＡ ） 染色的质膜 。 标尺为 ２０ 叫 。 在 Ａ 和 Ｂ 中 ， 毒胡萝 卜素被用作阳性对照 。
（
Ｃ

） 蛋

白质 ｍ ａｒｋｅｒ 用于鉴定 ＳＴ ＩＭ １
－ＧＦＰ 的分子量 。 凝胶浓度为 ７ ． ５ ％ 。

Ｆ ｉ

ｇｕ ｒｅ３ ． １ ０ ．２ ０Ｅ ｉｎ ｄｕ ｃｅ ｄＳ ＴＩＭ ｌａｇｇ
ｒｅ

ｇａ ｔ ｉｏｎａ ｎ ｄｔ ｒａｎ ｓ ｌｏ ｃａ ｔｉ ｏｎ ．（
Ａ

）Ｔｈｅ ｌｏｃ ａｔ ｉｏｎｏｆ

６ 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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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Ｔ ＩＭ １
－Ｇ ＦＰ ｉｎＨａＥｐ ｉ ｃ ｅ ｌ ｌ ｓ ．ＳＴ ＩＭ ｌ

－ＧＦＰ － Ｈ ｉｓａｎｄＧＦＰ －Ｈ ｉｓｗ ｅ ｒｅｔｒａｎｓ ｆｅｃ ｔｅｄ ｉｎＨａＥ
ｐ

ｉ ｃ ｅ ｌ ｌｓｆｏ ｒ４ ８

ｈａｎｄｔｈｅｎ ｗ ａｓ ｈｅｄｗ ｉｔｈＤＰＢＳ
，ｓ ｕｂｓ ｅｑ

ｕｅｎｔ ｌｙｔｒ ｅａｔｅ ｄｗ ｉｔｈ２０Ｅ
（
２
 （

ｊ ，Ｍ
）ｏｒ ｔｈａｐ ｓ ｉｇａｒｇ

ｉｎ
（

１ｐ
，Ｍ

）
ｆｏ ｒ

１ ０ｍ ｉｎ ｉｎＤ Ｐ ＢＳｗ ｉｔｈｆｒｅｅＣａ
２＋

．Ｔｈｅｂ ｌｕｅｆ ｌｕｏｒ ｅｓｃ ｅｎ ｃ ｅ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ｄｔｈｅｎ ｕｃ ｌｅ ｉｓ ｔａ ｉｎｅｄｗ ｉｔｈＤＡＰ Ｉ ．

Ｔｈｅｂａ ｒｓｄｅｎｏ ｔｅ２ ０
 ｜

ｉｍ ．

（
Ｂ

）
２０Ｅ ｉｎｄｕｃ ｅｄｔ ｒａｎ ｓ ｌｏｃ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ＳＴ ＩＭ １

－ＧＦ Ｐ ｉｎＨａＥ
ｐ

ｉｃ ｅ ｌ ｌ ｓ ．Ｐ ａｎｅ ｌｓ １
－ ６

ａｎｄ １ ０
－

１ ２ｗ ｅ ｒｅ ｔｒ ｅａｔ ｅｄａｓＡ ．Ｉ ｎａｄｄ ｉｔ ｉｏ ｎ
， ｉｎ

ｐ
ａｎｅ ｌｓ７

－

９ａｎｄ １ ３
－

１ ５
，ｃ ｅ ｌ ｌ ｉｎｃ ｕｂａｔｅｄｉｎＤＰＢＳｗ ｉｔｈ １

ｍＭＣａ
２ ＋

ｆｏ ｒ１ ０ｍ ｉｎａ ｆｔｅ ｒｔ 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０Ｅａｎｄｔｈａ
ｐ
ｓ ｉｇａｒｇ ｉｎ ．Ｔｈｅｒｅｄｆｌｕｏ ｒｅｓｃ ｅｎ ｃ ｅ ｉｎｄ ｉｃ ａｔ ｅｄｔｈｅ

ｐ
ｌａｓｍ ａｍ ｅｍ ｂ ｒａｎｅｓ ｔａ ｉｎｅｄｗ ｉ ｔｈＡ ｌｅｘａＦ ｌｕｏｒ５ ９ ４

－

ｃ ｏｎ
ｊ
ｕｇａ ｔ ｅｄｗ ｈ ｅａｔ

ｇｅ ｒｍａｇｇ ｌｕ ｔ ｉｎ ｉｎ
（
ＷＧ Ａ

）
．Ｔｈｅ

ｙｅ
ｌ ｌｏｗｂａｒｓｄ ｅｎｏ ｔｅ２０

 ｜

ｉｍ ．Ｉ ｎＡａｎｄＢ
，ｔｈａｐ ｓ ｉｇａｒｇ

ｉｎ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ａｎａｃ ｔ ｉｖｅｃ ｏｎ ｔｒｏ ｌ ．（Ｑ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

Ｌａｄ ｄ ｅ ｒ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ｔｏ ｉｄ ｅｎ ｔ ｉ ｆ
ｙｔｈｅｍ ｏ ｌｅｃ ｕ ｌａｒｗ ｅ ｉｇｈ ｔｏ ｆＳＴ ＩＭ １

－ＧＦＰ ．Ｔｈｅｇｅ ｌｃ ｏ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ｗ ａｓ

７ ． ５％ ．

ＳＴ ＩＭ ｌ 作为
一

种 Ｃａ
２＋感受器 ， 它的活化与胞 内 Ｃａ

２＋浓度变化息息相关 。 为 了探

宄 ＳＴ ［Ｍ １ 在变态时期促凋亡的作用机制 ， 我们检测 了２０Ｅ 诱导下细胞内 Ｃａ
２＋

水平变

化 。 结果证明 ， ２ ０Ｅ 可 以促进胞 内 Ｃａ
２＋

的释放进而 引 起 ＳＯ ＣＥ 的发生 （ 图 ３ ． １ １Ａ ） 。

干扰掉 ＳＴ ＩＭ １ 的表达后 （ 图 ３ ． １ １ Ｃ ） ， 对胞 内 Ｃａ
２＋

的释放没有 明 显影响 ， 但是抑 制 了

外钙的 内流 （ 图 ３ ． ＵＢ ） 。 结果说明 ２０Ｅ 通过 ＳＴＩＭ １ 诱导 ＳＯＣＥ 的发生 。

Ａ

２ ０ Ｅ （
２ ｍＭ ）

｜ ；
Ｉ

ｒ

ｎＭ Ｃ ａ
ｆ ：

ｃ
—

ＤＭ ＳＯ

０
／

＊
％ ． ｜－＊－

２ ０ Ｅ

ｇ

￣

 ｉ ． 〇 ？＜４＊＊
＊
—

．２ 丨
丨 ｊ

ｒａ〇 ｇ
ｆｃ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

０１

 ０６ ０１ ２０ １ ８ ０ ２４ ０ ３００ ３６０ ４２０ ｓ

Ｂ ２ ０ Ｅ （ ２ ｕＭ ）

ｊ ：
１ｍＭ〇ａ

２

：

ｃ—

ｄｓＧＦＰ＋２ ０ Ｅ

〇
＾

－＊－ ｄｓ ＳＴ７Ｍ １ ＋２ ０ Ｅ

Ｏ Ｉ ｉ

ＴＯＱ ５
？ ？ ？ ？ ？ ？ ？

Ｌ＿

ｃ
０６０ １ ２ ０  １ ８０ ２４０ ３ ０ ０ ３６０ ４２ ０ ｓ

０ｗ

〇

｜１ ． ５ｒ
＊＊

＿
１ ． ０

－

Ｉ

。 ． ５
－

圖
〇 ． 〇

Ｌ＿ｓｆｌ＝＝—

１／／

图 １ １ １ ？ 在 ＨａＥ
ｐ

ｉ 细胞中干扰 的表达后抑制了ＳＯＣ Ｅ 。
（
Ａ

）
２ ０Ｅ 增加胞衆 Ｃａ￣

ＪＵ

用 ２
ｐＭ ２０Ｅ 处理 ２ｍ ｉｎ 后 ， 向细胞 中加入 １ｍＭ 氯化钙 。 持续检测荧光信号 。 Ｆ ：Ｃａ

２ ＋

指

６ 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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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剂的荧光指示细胞中 的游离钙 。 Ｆ０ ： 静息状态下的细胞荧光强度 。
（
Ｂ

） 用 办ＳＴ／Ｍｉ 或 治ＧＦＰ

（ 阴性对照 ） 转染细胞 ４ ８ 小时后检测细胞质 Ｃａ
２ ＋水平 。

（
Ｃ

） ｑ
ＲＴ－ＰＣＲ 检测细胞中 ＳｍＴ／ 的

表达 。在用 ｄ＾７７Ｍｉ 或 冶Ｇｉ子 转染细胞 ４８ 小时后分离总 ｍＲＮＡ 。 误差用平均值 土ＳＤ 表示 。

根据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通过 ／ 检验分析显著性差异 （

＊

化 ＜
０ ． ０ １

）
。

Ｆｉ

ｇｕ ｒｅ３ ． １ １ ．Ｋｎ ｏｃｋｄｏｗｎｏｆＳＵＭ１ｉｎ ｈ ｉｂｉｔｓＳＯＣＥｉｎＨａＥｐｉｃｅ ｌ ｌｓ ．

（
Ａ

）
２０ ｉｎｃ ｒｅａｓ ｅｄｃｙｔｏｓｏ ｌｉｃ

Ｃａ
２ ＋

 ｌｅｖ ｅ ｌｓ ．１ｍＭｃａｌｃ ｉｕｍｃｈ ｌｏｒ ｉｄｅｗ ａｓａｄ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ｃ ｅ ｌ ｌ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 ｅｎｔｗ ｉｔｈ２
 ＼

ｉＭ２０Ｅ ｆｏｒ２

ｍ ｉｎ ．Ｆ ： ｔｈ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 ｅｎｃ ｅｏｆＡＭ ｅｓ ｔｅｒＣａｌｃ ｉｕｍＣｒ ｉｍｓ ｏｎ
？

ｄｙｅ ｉｎｄ ｉｃｔｅｄｔｈｅｆｒｅｅ 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ｉｎｃ ｅｌｌｓ ．Ｆ０ ：

Ｔｈｅｆ 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 ｅｏｆｃ ｅ ｌｌｓｕｎｄｅｒｒｅｓ ｔ ｉｎｇ ．（
Ｂ
）
Ｔｈｅｃｙｔｏｓ ｏ ｌ ｉｃＣａ

２＋
 ｌｅｖｅ ｌｓｗ ｅｒｅ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ｃ ｅ ｌｌｓ

ｗｅｒｅ Ｉｒａｎｓ ｆｅｃ ｔｅｄｗ ｉｔｈｄｓＳＴＩＭｌｏ ｒｄｓＧＦＰ
（
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ｃｏｎ ｔｒｏ ｌ

）
ｆｏｒ ４８ｈ ．

（
Ｃ

）ｑ
ＲＴ－ＰＣＲ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ｔｈｅ

ｅｘ
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ＳＴ ｉＭ ｌ ｉｎｃ ｅ ｌｌｓ ．ｍＲＮＡ ｗ ａｓ ｉｓｏ ｌ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ｃ ｅ ｌ ｌｓｗ ｅｒｅ ｔｒａｎ ｓｆｅｃ ｔｅｄｗ ｉｔｈｄｓＳＴＩＭｌｏｒ

ｒｆｓＧＦＰｆｏｒ４ ８ ｌｉＴｈｅｂａｒｓ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ｔｈｅｍｅａｎｓ土ＳＤｏｆ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ｌｅｘｐｅｒ ｉｍ ｅｎｔｓ ．

Ｔｈｅ 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 ｓａｓ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ｄｂｙ
Ｓ ｔｕｄｅｎｆ ｓｔ ｔｅｓ ｔ

（

＊

ｐ
＜

０ ． ０５
）

．

３ ．８２ ０Ｅ 促使 ＳＴＩＭ ｌ 磷酸化

在前面的实验中 ， 我们发现 ＳＴＩＭ １ 以磷酸化 的形式存在于棉铃虫组织中 。 因此

我们检测 ２ ０Ｅ 对 ＳＴＩＭ １ 磷酸化影响来研宄 ＳＴＩＭ １ 对 ＳＯＣＥ 的作用机制 。 结果表明 ，

在 ２ ０Ｅ 调控下 ＳＴ ＩＭ １
－ＧＯ？ 的分子量变大 。 当加入外钙后 ， 上面 的 ＳＴＩＭ １

－ＧＦＰ 条带

减弱 。 １ 磷酸酶处理后上面的条带消失 ， 证 明 ２ ０Ｅ 诱导 ＳＴＩＭ １
－ＧＦＰ 发生磷酸化 （ 图

３ ． １ ２Ａ ） 。 ＳＴＩＭ １ 的 ｆ雜酸化｜皮 ＧＰＣＲ 抑制剂 ｓｕｒａｍ ｉｎ
，
Ｐ １Ｘ 抑制剂 １Ｘ７ ３ １２２

，
ＩＰ ３Ｒ 的抑制

剂 Ｘｅｃ 以及 ＰＫＣ 的抑制剂 ｃ ｈｅ ｌｅｒｙ ｔｈｒ ｉｎｅｃｈ ｌｏｒ ｉｄｅ
（
ＣＣ

）抑制 （ 图 ３ ． １ ２Ｂ ） 。 之后进
一

步

检测 了 己经鉴定到 的 ＥｒＧＰＣＲ －

１ 和 Ｅ ｒＧＰＣＲ－２ 是否参与诱导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 ， 我们

通过 ＲＮＡ ｉ 分别抑制两种 ＧＰＣＲ 的表达 ， 发现 ２ ０Ｅ 诱导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也被抑制 。

这些结果表 明 ２０Ｅ 通过 ＥｒＧＰＣＲｓ
，
ＰＬＣ

，
ＩＰ ３Ｒ 和 ＰＫＣ 途径调控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 。

６ 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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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 ｂ
妄

〇 ． ６
「

ａ

＿

０ ． ４
－

靈

ａ｜
〇 ； 〇

ｌ ｌ１１ｉｉ１

ＧＦ Ｐ ．Ｈ ｉ ｓ ＳＴ １Ｍ １
－Ｇ ＦＰ －Ｈ ｉ ｓ

ＤＭＳＯ＋ ＋－＊＋

２ Ｑｇ
－＋＋－＋＋－＋ ４

＊

ＡＰ Ｐａｓ ｅ
—

ｊ

， ｐ
ＳＴ 丨 Ｍ ｌ 

＾Ｇ ＦＰ －Ｈ ｉ ｓ

Ａｎ ｔ ｉ

－Ｇ Ｆ Ｐ ３５ ｋＤａ ａ？、 ＳＴ ＩＭ １
－Ｇ Ｆ Ｐ －Ｈ ｉ ｓ

Ｌ…   Ｌ １ ０ ０ｋ Ｄａ

Ａ ｎ ｔ ｉ

－

ｐ
－

ａ ｃ ｔ ｉ ｎ … ＿ ■ ？
■ ？
——

＊一
＂

４ ２ｋ Ｄ ａ—一￣＾＊

—－ ￣—一
＂

４２ ｋＤ ａ

Ｂ Ｃ^

ｇ
０ ． ８

「

ａ２ 〇 ． ６

「

＊

Ｕ
〇 ． ６ ＾ 

０ ． ４
－＾

Ｈ

５ ｒ ｂ ５ ０ ． ２
－ｉ

＾〇 〇

＇

 ｜ 〇 ． 〇
Ｉ ＱＵｙ６

． ．ａ

＾
〇 － °

ＳＴ Ｉ Ｍ １
．Ｇ Ｆ Ｐ

．Ｈ ｉ ｓ ＳＴ
ｊ

Ｍ Ｉ
－Ｇ ＦＰ＾ ｉ ｓ

，



 ＤＭ ＳＯ＋－－－－

ＤＭＳＯ
－ ＋？＿？？

 ２ ０Ｅ－＋十＋＋

２ ０Ｅ＋－＋＋＋＋
 ｄｓＧＦＰ－－＋＿？

Ａｎ ｔ ｉ

－Ｇ Ｆ Ｐ ＊－＊

［ 

１ ０ ０ｋＤａ＾ＥｒＧＰＣＲ － ２ｌ ｉ ｌ ｔ ；

Ａｎ ｔ ｉ

－

ｐ
－ａｃ ｔ ｉ ｎ
 ４ ２ ｋＤ ａＡｎ ｔ ｉ

－Ｇ Ｆ Ｐ １ ００ｋ Ｄａ

■

ｇ
？ｍ〇 Ａ ｎ ｔ ｉ

－

ｐ
－

ａ ｃ ｔ ｉ ｎ
—————— 一

４ ２ｋＤ ａ

２ ｆ
２

Ｘ＾

图 ３ ． １ ２ ．２０Ｅ 诱导 ＳＴＩ ＩＶＵ 的磷酸化 。
（
Ａ

） 免疫印迹分析 ＨａＥｐ ｉ 细胞中 ＳＴ ＩＭ １ 的磷酸化 。

ＳＴ ＩＭ ｌ
－ＧＦＰ－Ｈ ｉｓ 和 ＧＦＰ －Ｈ ｉ ｓ 在 ＨａＥ

ｐ
ｉ 细胞中过表达 ４ ８ 小时 。 用含 ２ ０Ｅ（ ２

ｐ
ＪＶＩ ） 或等体积的

ＤＭ ＳＯ 的无 Ｃａ
２ ＋

ＤＰＢＳ 中处理 １ ０ 分钟 ， 另
一

组在之后用含有 Ｉ ｍＭＣａ
２ ＋

的 ＤＰＢＳ 孵育育 １ ０

分钟 。 部分蛋 白 质用 Ｉ磷酸酶处理 。 基于三个独立的生物学实验获得 ｗ 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 ｔ 条带用

Ｑ ｕａｎ ｔ ｉ ｔｙ
Ｏｎｅ 软件进行密度统计分析 。 误差用平均值 土 ＳＤ 表示 。 用 ＡＮＯＶＡ 进行分析统计 。

（
Ｂ

）２０Ｅ 诱导 ＳＴ ＩＭ １ 的磷酸化受到
一

些抑制剂的抑制 。 苏拉明 （ ５ ０ｐＭ ） ：ＧＰＣＲ 抑制剂 。

Ｕ７ ３ １ ２２（ １ ０
｜

ｉＭ ） ：ＰＬＣ抑制剂 。 Ｘｅｓ ｔｏ ｓ ｐｏ ｎｇ
ｉｎ（ ＸｅＣ ）（ ３ ｐＭ ） ：ＩＰ ３Ｒ抑制剂 。 Ｃｈｅ ｌｅ ｒｙ ｔｈ ｒ ｉ ｎｅ

ｃ ｈ ｌｏ ｒ ｉｄ ｅ（ ＣＣ ）（ ５
丨
ｉＭ ） ：Ｐ ＫＣ抑制剂 。 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和统计分析如 图Ａ ．（ＱＥｒＧ ＰＣＲ－

１和

ＥｒＧ ＰＣＲ－ ２ 对 ＳＴ 丨Ｍ ｌ 磷酸化的影响 。 在 Ｈａ Ｅ
ｐ

ｉ 细胞中 同时转染 ＳＴ 丨Ｍ ｌ

－ＧＦ Ｐ －Ｈ ｉｓ 质粒和

（ 也 尸 或 也Ｓ７７Ｍ／ ） ，
４ ８ｈ 后用含 ２

ｎＭ２ ０Ｅ 的无 Ｃａ
２ ＋

ＤＰＢＳ 处理细胞 １ ５ｍ ｉｎ 。 所有胶浓

度为 ７ ． ５％ 。 误差用平均值 ±ＳＤ 表示。 根据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通过 ＡＮ Ｏ ＶＡ

分析显著性差异 。

Ｆ ｉ

ｇ
ｕ ｒｅ３ ． １ ２ ．ＳＴＩ Ｍ １ｐｈ ｏ ｓ ｐ

ｈ ｏ ｒ
ｙ

ｌ ａ ｔ ｉｏ ｎｗａ ｓ ｉ ｎ ｄｕ ｃ ｅ ｄｂｙ２ ０ Ｅ．（
Ａ

）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 ｔａｎａ ｌ

ｙ ｓ ｉｓ

ｐ
ｈ ｏ ｓ ｐ

ｈｏ ｒｙ
ｌ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ＳＴ ＪＭ １ ｉｎＨ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ｓ ．ＳＴ ＩＭ ｌ

－ＧＦ Ｐ －Ｈ ｉｓａｎｄＧＦＰ －Ｈ ｉｓｗ ｅ ｒｅｏｖ ｅ ｒ ｅｘｐ ｒｅ ｓｓ ｅｄ ｉｎ

Ｈａ Ｅ
ｐ

ｉｃ ｅ ｌ ｌｓｆｏ ｒ４ ８ｈｏｕ ｒｓ ．Ｔｈｅｃ ｅ ｌ ｌｓｗ ｅ ｒｅ ｔ ｒ 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０Ｅ（
２
 ｊ

ｉＭ
）ｏｒａｎｅ

ｑ
ｕａ ｌｖｏ ｌｕｍ ｅｏ ｆｔｈｅ

ＤＭ ＳＯｃｏｎ ｔ ｒｏ ｌｆｏ ｒ １ ０ｍ ｉｎ ｉｎｆｒｅｅＣａ
２ ＋

Ｄ Ｐ ＢＳ
，ｏ ｒａｆｔ ｅｒｔｈｅｎｗ ｅ ｒｅ ｉｎ ｃ ｕｂａ ｔ ｅｄＣａ

２ ＋
－

ｃ ｏ ｎ ｔａ ｉｎ ｉｎｇ
ＤＰ ＢＳ

（
１ｍＭ

）
ｆｏｒ１ ０ｍ ｉｎ ．Ｐ ａｒｔｏ ｆ ｔｈｅ

ｐｒｏ ｔｅ ｉｎｗ ａｓ ｔ ｒｅａｔ ｅｄｗ ｉｔｈ入 －

ｐ
ｈｏｓ

ｐ
ｈａ ｔａｓ ｅ ．Ｄｅｎｓ ｉｔｙ

ｓ ｔ 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ａ ｌ ａｎａ ｌ
ｙ ｓ ｅ ｓ

ｏｆｗ 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ｏ ｔｂ ａｎｄ ｓｗ ｅ ｒｅａｃ ｑｕ ｉｒｅｄｂｙＱｕａｎ ｔ ｉｔｙＯｎｅｓ ｏｆｔｗ ａｒｅｂ ａ ｓ 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 ｅ
ｐ
ｅｎｄｅｎ ｔ

ｂ ｉｏ ｌｏｇ
ｉｃ ａ ｌｅｘｐ ｅｒ ｉｍ ｅｎ ｔ ｓ ． ｌｕｅ ｓａｒｅｍ ｅａｎ士ＳＤｆｒｏｍｔｈ ｒｅｅ ｉｎｄ ｅ

ｐ
ｅｎｄ ｅｎ ｔｅｘ

ｐ
ｅｒ ｉｍ ｅｎｔ ｓ ．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

ａｎａ ｌｙ ｚｅｄｂｙ
ＡＮＯＶＡ ．（

Ｂ
）２ ０Ｅ ｉｎｄ ｕｃ ｅｄｔｈ ｅ

ｐ
ｈｏｓ ｐ

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Ｔ ＩＭ ｌｗ ａｓｓ ｕｐｐ ｒｅｓｓ ｅｄｂｙｓ ｏｍ ｅ

６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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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ｒｓ ．Ｓｕｒａｍ ｉｎ（
５０

 ［
ｘＭ

）
：ＧＰＣＲ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ｒ ．Ｕ７３ １ ２２（

１ ０
｝

ａＭ
）

：ＰＬＣ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ｒ ．Ｘｅｓ ｔｏｓｐｏｎｇ ｉｎ

（
ＸｅＣ

）（
３
 ｊ

ｉＭ
）

：ＩＰ３Ｒ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ｒ ．Ｃｈｅ ｌｅｒｙｔｈｒ ｉｎｅＣｈ ｌｏｒ ｉｄｅ
（
ＣＣ

）（
５
 ＼

ｘＭ
）

：ＰＫＣ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ｒ ．Ｗｅｓ 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

ａｎｄｓ ｔａｔ ｉｓ 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 ｅｓａｓａｂｏｖｅＡ ．（
Ｃ

）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ａｎｄＥｒＧＰＣＲ－２ｏｎｔｈｅ

ｐ
ｈｏｓｐｈｏ

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Ｔ ＩＭ １ ．ＴｈｅＳＴ ＩＭ ｌ
－ＧＦＰ －ＨＳｓ

ｐ ｌａｓｍ ｉｄａｎｄｄｓＲＮＡ｛ｄｓＧＦＰｏｒｄｓＳＴＩＭＩ
）
ｗ ｅｒｅ

ｔｒａｎｓ ｆｅｃ ｔｅｄｓ 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ｙ
ｉｎＨａＥｐ ｉＧ ｅ ｌ ｌｓ ．Ａｆｔｅｒ４８ｈ

，
ｔｈｅ ｃ ｅ ｌｌ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２

 ｜

ｊ ，Ｍ ２０Ｅ ｉｎｆｒｅｅ

Ｃａ
２ ＋

ＤＰＢＳｆｏｒ１ ５ｍ ｉｎ ．

＇

Ｖ＆Ｊｕｅｓａｒｅｍ ｅａｎ士ＳＤｆｒｃｍ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ｅｐｅ
ｎｄｅｎｔｅｘ

ｐ
ｅｒ ｉｍ ｅｎｔ ｓ ．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

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ｂｙ ＡＮＯ
１

＾． ．Ａｌｌｔｈｅ
ｇｅ ｌｓｃｏｎｃ ｅｎ ｔｒａｔ ｉｏｎ ｗ ｅｒｅ ７ ． ５％ ．

３ ． ９ＳＴＩＭ ｌ 的磷酸化位点及效应

我们鉴定 了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位点来确认 ＳＴ ＩＭ １ 磷酸化的功能 。 用三种磷酸化

抗体来检测表皮和 中肠 中 ＳＴ ［Ｍ １ 磷酸化位点 的类型 。 我们发现 ＳＴ１Ｍ １ 的磷酸化发

生在 ｓｅ ｒ ｉｎｅ 残基上 （ 图 ３ ． １ ３Ａ ） 。 因为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受 ＰＫＣ 调控 ， 所 以我们通过

Ｎｅ ｔＰｈｏｓ（
ｗｗｗ． ｃｂｓ ． ｄｔ ｕ ． ｄｋ／ｓｅｒｖ ｉｃ ｅ ｓ／ＮｅｔＰｈｏｓ／

）预测到 了三个ＰＫＣ类型的丝氨酸憐酸化

位点 ， Ｓ ｅ ｒ３ ６０ ，ｓｅｒ３ ９ ５ 和 ｓｅ ｒ４８ ５ 。 我们用 丙氨酸代替 ＳＴＩＭ １ 中 的这些位点 （ Ｓ ３ ６ ０Ａ
，

Ｓ３ ９ ５Ａ 和 Ｓ４ ８ ５Ａ ） 然后在表皮细胞 系 中过表达突变后的 ＳＴＩＭ １ 。 用 ２０Ｅ 和 ＤＭＳＯ

处理后 ，我们检测 了野生型和突变型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水平 ６ 结果表 明 ２ ０Ｅ 处理后 ，

Ｓ３ ６ ９Ａ 和 Ｓ ３ ９５Ａ 两个突变与野生型
一

样磷酸基水平增加 ， 而 Ｓ４ ８ ５Ａ 突变和对照组
一

样没有増加 （ 图 ３ ． １ ３Ｂ ） 。 数据表明 ２０Ｅ 诱导 的 ＳＴ１Ｍ １ 磷酸化发生在 Ｓｅ ｒ４８ ５ 位 。 用

Ｗｅ ｓ ｔｅｍ ｂ ｌｏｔ 进
一

步验证了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位点 。 野生型 ＳＴＩＭ １
－ＧＦＰ 在 ２ ０Ｅ 诱导下

出现高分子量的条带 ， 而突变体 ＳＴＩＭ １
－Ｓ ４ ８ ５Ａ－ＧＦＰ 没有变化 （ 图 ３ ． １ ３Ｃ ） 。 进

一

步

确认 ＳＴＩＭ Ｉ 在 Ｓ４８５ 发生磷酸化 。

为 了 进
一

步探究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在 ２ ０￡ 信号途径 中 的功能 ， 我们过表达 了

ＳＴＩＭ １
－ＧＦＰ 和 ＳＴＩＭ １

－

Ｓ４ ８ ５Ａ －ＧＦＰ ， 并分析 了在 ２０Ｅ 诱导下 ＳＴＩＭ １ 的聚集变化 以及

胞 内 Ｃａ
２＋

水平变化 。 结果显示 ， ２０Ｅ 处理后野生型 ＳＴ ＩＭ １
－ＧＦＰ 发生聚集 ， 但是突变

型 ＳＴＩＭ １
－

Ｓ ４８ ５Ａ －ＧＦＰ 仍处于弥散状态 （ ３ ． １ ３Ｄ ） 。 同样的 ， 在过表达 ＳＴ ＩＭ １
－ＧＦＰ 后 ，

与对照组 ＧＦＰ 相 比 ，
２０Ｅ 引 起的 Ｃａ

２＋

内流 明显增加 ， 而 突变体 ＳＴＩＭ １
－

Ｓ４ ８ ５Ａ－ＧＦＰ

则没有 Ｃａ
２＋

内流増加 （ 图 ３ ． １ ３Ｅ ） 。 这些数据表明 ２０Ｅ 诱导 的 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能够

引起 ＳＴＩＭ １ 的聚集进而促使 Ｃ ａ
２＋

内流 。

７ 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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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 ＩＰ ： ａ ｎ ｔ ｉ

－ＳＴ ＩＭ １Ｂｗ ．Ｅ Ｃ

￣＾
｜

ｋＤａ｜１ ．

１ ． ５

ｐ

＊

 （

ｔ ２０Ｅ
 （
２

ｍＭ ）

Ａｎ ｔｉ

－

ＰＳ—
— ［

６５１
〇

１ ． 〇
－＊ ＊ ＊Ａｎ ｔ ｉ

－６Ｆｐ
｜

？ １ ００ｋＤａ

Ａ ｎｔ ｉ

－

ｐＴｈ ｒ ６５Ｅ〇０ ． ５ 
－—－

，鬥鬥ｐ
－ａｃｔ ｉｎ ４２ｋＤａ

Ａ ｎ ｔ ｉ

－

ｐＴｙ ｒ ６５象Ｅ

〇〇

Ｓ￡ＳＳＳ


ｒ
＝—

＾且 邕ｉｌ ｓ ｓｍＳ４８ ５Ａ

Ａｎ ｔ ｉ

－ＳＴ ＩＭ １ ６５

 ２ ０Ｅ

ＤＳＴ ＩＭ １
－Ｇ ＦＰＳＴ ＩＭ １

－Ｓ４８５Ａ －Ｇ ＦＰＥ ２ 〇 Ｅ ｆ ２ ｉｉｙｎ

Ｇ

｜｜

ｎＭｅ ｒｇｅＧ ｒｅｅ ｎＭｅ ｒｇｅ

§ ｜＿

Ｇ Ｆ ｐ＋〇Ｍ Ｓ〇

ｄｍｓｏ＾ＨＩＳＩＤ
ｊ
ＨＳＳＬ 

…
Ｉ義：

丄 」 ！ §
ｉｔＷ＼ｆ ｉ—ＳＴ １Ｍ １

－ＧＦ Ｐ＋２０ Ｅ

＾
１ ．０一 一ｗ 丨

— ＳＨＭ １Ｓ４８５Ａ－ＧＦＰ＋２０Ｅ

（溫■圓 ＿■ｉＪＴＴＴＴＴＴ１＾

 〇６〇 １ ２０  ｉ ｓ ｏ ２４０ ３００ ３６０４２ ０ ｓ

图 ３ ． １３．ＳＴＩＭｌ 磷酸化位点的鉴定及其功能 。
（
Ａ

）ＳＨＭ１ 在组织中 的磷酸化位点类型 。 用

ＳＴ ＩＭ １ 多克隆抗体从 ６ 龄 ７２ ｈ 幼虫表皮和 中肠脂肪体 中纯化 ＳＴＩＭ １ 。 Ａｎｔ ｉ
－

ｐ
Ｓ ｅｒ ： 鼠源的抗

磷酸化的丝氨酸单抗 。 Ａｎ ｔ ｉ

－

ｐＴｈｒ ： 兔源抗磷酸化的苏氨酸多抗 。 Ａｎ ｔ ｉ
－

ｐ
Ｔｙｒ 鼠源的抗憐酸化

的酪氨酸单抗 。

（
Ｂ

）ＳＴ ＩＭ ｌ
－ＧＦＰ－Ｈｉｓ 及其突变体的磷酸化水平检测 。 ＳＴＩＭ ｌ

－ＧＦＰ －Ｈｉ ｓ 和三

个单个位点突变体在 ＨａＥ
ｐ

ｉ 细胞中过表达 ４ ８ 小时 。 在无 Ｃａ
２ ＋

ＤＰＢＳ 中用 ２０Ｅ（ ２ｎＭ ） 处

理 １ ５ｍ ｉｎ 后 ， 通过 ＳＴ ＩＭ １ 抗体纯化过表达蛋 白质 。 误差用平均值 ± ５０ 表示 。 根据三次生

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通过 ？ 检验分析显著性差异 （＾
＜０ ． ０ ５ＵＣ

） 在 ＳＴ ＩＭ ｌ
－ＧＦＰ －Ｈｉｓ 和

ＳＴ ＩＭ １
－

Ｓ ４８ ５Ａ －ＧＦＰ －Ｈｉｓ 过表达后 ， 用 ２０Ｅ（ ２
｜

ａＭ ） 处理细胞 。 使用 ｐＡｃ ｔ ｉｎ 作为上样对照 。

（
Ｅ

） 在细胞中过表达 ＳＴＩＭ ｌ
－ＧＦＰ －Ｈｉｓ 和 ＳＴＳＭ １

－Ｓ４８ ５Ａ－ＧＦＰ －Ｈ ｉｓ 后 ， 检测 ２０Ｅ 对其亚细胞定

位的影响 。绿色表示 ＧＦＰ 荧光 ， 蓝色代表细胞核 。标尺是 ２０
ｎｍ －

（
Ｄ

）
ＧＦＰ －Ｈｉｓ 、 ＳＴ ＩＭ ｌ

－ＧＦＰ －Ｈｉｓ

和 Ｓ ４ ８ ５Ａ －ＧＦＰ －Ｈ ｉｓ 突变体在细胞中过表达后检测胞质 Ｃａ
２
ｉ

水平 。 在相应的时间将 ２
ｎＭ２ ０Ｅ

或等量的 ＤＭＳＯ 和 １ｍＭ Ｃａ
２
＋

加入到细胞中 。 Ａ－Ｄ 经过三次生物学重复和三次技术重复 。

Ｆ ｉｇｕ ｒｅ３ ． １ ３ ．Ｉ ｄｅ ｎｔ ｉｆｉ ｃ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ＳＴＩＭｌｐ
ｈ ｏｓ ｐｈ ｏ ｒｙ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ｉｔｅａ ｎ ｄｆｕ ｎ ｃｔ ｉｏｎ ．（

Ａ
）Ｔｈｅ

ｐ
ｈｏ ｓ

ｐ
ｈｏ 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ｒｅｓ ｉｄｕｅｔｙｐｅｏ

ｆＳＴ ＩＭ ｌ ｉｎｔ ｉｓ ｓ ｕｅｓ ．ＴｈｅＳＴ ＩＭ ｌｗ ａｓ
ｐ ｒｅｃ ｉ

ｐ
ｉｔ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ｐ

ｉｄｅｒｍ ｉｓ

ａｎｄｍ ｉｄ
ｇｕｔｏｆ ｓ ｉｘ ｔｈ ｉｎｓ ｔａｒ７２ｈ ｌａｒｖａｅｗ ｉｔｈＳＴ ＩＭ ｌ

ｐｏ ｌｙ ｃ ｌｏｎａ ｌａｎ ｔ ｉｂｏｄｙ ．Ａｎ ｔ ｉ

－

ｐＳ ｅｒ ：ｍ ｏｕｓ ｅｍＡｂｏｆ

ａｎ ｔ ｉ

－

ｐ
Ａｂｏｆａｎ ｔ ｉ

－

ｐ
ｈｏｓ

ｐ
ｈｏｓ ｅｒ ｉｎｅ ．Ａｎ ｔ ｉ

－

ｐ
Ｔｈ ｒ ：ｒａｂｂ ｉｔｐＡｂｏｆａｎｔ ｉ

－

ｐ
ｈｏｓ

ｐ
ｈｏ ｔｈｒｅｏｎ ｉｎｅ ．Ａｎ ｔ ｉ

－

ｐＴｙｒ ：

ｍ ｏｕｓ ｅｍＡｂｏｆ ａｎｔ ｉ

－

ｐ
Ａｂｏｆａｎｔ ｉ

－

ｐ
ｈｏｓ ｐ

ｈｏ ｔｙ ｒｏ ｓ ｉｎｅ ．

（
Ｂ

）
Ｔｈｅ

ｐｈｏ 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 ｌ ｅｖｅ ｌｓｏｆ ＳＴ ＩＭ ｌ
－ＧＦＰ

ａｎｄ ｉｔ ｓｍ ｕｔａｎｔ ｓ ．ＳＴＩＭ ｌ
－ＧＦＰ －Ｈ ｉ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ｓ ｉｎｇ ｌｅｓ ｉｔｅｓｍｕ ｔａｎｔ ｓｗ ｅ ｒｅ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ｅｄ ｉｎＨａＥｐ ｉｃ ｅ ｌ ｌｓ

ｆｏｒ４ ８ ｌｉＡｆｔｅｒ ｔ ｒｅａｔ ｉｎｇ
ｗ ｉｔｈ２０Ｅ

（
２

 ｜

ｉＭ
）

１ ５ｍ ｉｎ ｉｎｆｒｅｅＣａ
２ ＋

ＤＰＢＳ
，ｔｈｅ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ｅｄ

ｐ
ｒｏｔｅ ｉｎｗ ａｓ

ｐｕｒ ｉｆｅｄｂｙａｎｔ ｉ

－ ＳＴ ＩＭ ｌ ．＼ｋ ｌｕ ｅｓａｒｅｍ ｅａｎ士ＳＤ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 ｔｅｘｐｅ ｒ ｉｍ ｅｎｔｓ ．Ｔｈｅ

ｓ ｉ

ｇｎ
ｉｆ ｉｃ ａｎｔ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ａｓ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ｅｄｂｙＳ ｔｕｄｅｎｆｓｔｔｅｓ ｔ

（

＊

ｐ
＜０ ． ０５

）
．

（
Ｃ

）
Ｃｅ ｌｌｓｗ 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 ｉｔｈ

２０Ｅ（
２
 ＼

ｉＭ
）ａｆｔｅｒＳＴＩＭ ｌ

－Ｇ ＦＰａｎｄＳＴＩＭ ｌ
－ Ｓ４ ８ ５Ａ

－ＧＦＰ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 ｓｅｄｐ
－Ａｃ ｔ ｉｎｗ ａｓｕｓ ｅｄａｓａ

ｌｏａｄ ｉｎｇ
ｃ ｏｎｔｒｏ ｌ ．

（
Ｄ

）
Ａｆｔｅ ｒｏｖｅ ｒｅｘｐ

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ＳＴ ＩＭ ｌ

－ＧＦＰ －Ｈ ｉｓａｎｄＳＴＩＭ １
－

Ｓ４ ８５Ａ－ＧＦ Ｐ －Ｈ ｉｓ ｉｎｃ ｅ ｌ ｌｓ
，

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２０Ｅｏｎ ｉｔｓｓ ｕｂｃ ｅ ｌ ｌｕ ｌａｒ ｌｏｃ 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ｗ ａｓｅｘａｍ ｉｎｅｄ ．Ｇｒｅｅｎ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ｓＧＦ Ｐｆｌｕｏ ｒｅｓｃ ｅｎｃ ｅ

ａｎｄｂ ｌｕｅ 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ｅｓｃ ｅ ｌｌｎｕｃ ｌｅ ｉ ．（
Ｅ

）Ｔｈｅｃｙｔｏ ｓ ｏ ｌ ｉｃＣａ
２ ＋

 ｌｅｖｅ ｌｓｗ 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ｆｔ ｅｒＧ ＦＰ －Ｈｉｓ
，

ＳＴ ＩＭ １
－ＧＦＰ－Ｈｉ ｓａｎｄＳ ４ ８ ５Ａｍ ｕｔａｔ ｉｏｎｏｖｅｒｅｘ

ｐ
ｒｅｓｓ ｅｄ ｉｎｃ ｅ ｌ ｌｓ ．２

 ｊ

ａＭ２０Ｅａｎｄ１Ｃａ
２ ＋

ｍＭｗ ｅｒ ｅ

ａｄｄｅｄ ｉｎｔｏｃ ｅ ｌｌｓａｔｔｈｅｃ ｏｒ ｒｅｓｐ
ｏｎｄ ｉｎ

ｇｔ ｉｍ ｅ ．Ｔｈ ｒｅｅｂ ｉｏ ｌｏｇ
ｉｃ ａ ｌｒｅ

ｐ
ｌ ｉｃ ａｔ ｅ ｓａｎｄｔｈｒｅ ｅｔｅ ｃ ｈｎ ｉｃ ａ ｌ

ｒｅｐ ｌ ｉｃ ａｔｅｓｗ ｅｒｅ
ｐｅｒｆｏｒｍ ｅｄｆｏｒ Ａ－Ｄ ．

７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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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讨论

Ｃａ
２＋

作为细胞内 的第二信使在人类 以及其他物种 中参与
一

系列细胞活动 ， 包括

神经兴奋性传递 ， 细胞增殖 ， 细胞分化 ， 细胞迁移 以及细胞凋亡 （
Ｃ ｌａｐｈａｍ ， 

２００ ７
）

。

在鳞翅 目 昆虫棉铃虫中 ， ２０Ｅ 通过细胞膜上 的 ＥｒＧＰＣＲｓ（
Ｃａ ｉｅｔａＬ

，
２０ １４ａ

；Ｗａｎｇ
ｅｔ

ａｌ
，２ ０ １ ５

）快速上调胞内 Ｃａ
２＋浓度的升高 。 细胞膜上的 Ｏｒａ ｉ ｌ 被证明参与 ２０Ｅ 诱导的

胞外 Ｃａ
２＋

内流过程 （
Ｌ ｉｅｔａＵ２０ １ ７

）
。 初步研究证明 ＳＴＩＭ １ 也参与 ２ ０Ｅ 诱导的胞外

Ｃａ
２＋

内流 （
Ｗａｎｇ ｅｔ ａ ｌ．

，
２０ １ ６ｂ

）
。 以往对 ＳＴＩＭ １ 的研究大多 聚集在哺乳动物中 ， 但是

在昆虫中 ＳＴＩＭ １ 与膜上的 Ｃａ
２＋通道相互作用 的机制尚不清楚 ， 以及 ＳＴＩＭ １ 在 昆虫

中肠调亡 中的功能也不清楚 。 在本文中我们证明 了２ ０Ｅ 通过 ＥｒＧＰＣＲ 介导的非基因

组途径诱导 ＳＴＩＭ １ 发生磷酸化 ， 进而促使 ＳＴＩＭ １ 发生聚集 ， 开放钙通道从而 引 发

ＳＯＣＥ 。 Ｃａ
２＋信号通过调控 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 形成并结合在 ＥｃＲＥ 上启动 ２０Ｅ 途径基因 的

表达 ， 促进细胞凋亡 。

４ ． １２０Ｅ 通过膜受体 （ＥｒＧＰＣＲ－１ 和 ＥｒＧＰＣＲ－２ ） 和核转录复合体 （ 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ｌ ）

上调 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

ＳＴＩＭ １ 广泛分布在人体各类细胞中和各种癌细胞 中 （
Ｍａｎ

ｊ
ｉ ｅｔａ Ｌ

，
２ ０００

）
。 果蝇的

ｄＳＴＩＭ 在胚胎期和幼虫各组织中均有表达 ， 参与调控成虫盘的生长和形态变化 （
Ｅ ｉｄ

ｅｔ ａＬ
，
２００８

）
。 我们发现在棉铃虫变态发育时期 ， 表皮 ， 中肠 ， 脂肪体中 的 ＳＴ ＩＭ １ 均

上调表达 ， 其表达量 的变化趋势 与鳞翅 目 昆虫体 内 ２ ０Ｅ 的滴度变化是
一

致的

（
Ｒ ｉｄｄ ｉｆｏｒｄ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０３

）
。 ＳＴＩＭ １ 在幼虫组织中 以磷酸化的形式存在 ， 很可能是在 ２ ０Ｅ

诱导下表达后立即被磷酸化 ， 参与 ２ ０Ｅ 信号转导途径 。 ２０Ｅ 通过基因组途径和非基

因组途径调控基因表达 ， 研究发现 ２０Ｅ 的非基因组途径调控基因组途径 （
Ｊ ｉｎｇ ｅｔ ａ Ｌ

，

２０ １ ５
；
Ｓｃｈ ｌａｔｔｎｅｒ ｅｔ ａＬ

，
２００６

）
。在棉铃虫中 ， 之前的研宄揭示了２０Ｅ可 以通过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

介导信号转导 （
Ｃａ ｉ ｅｔａ Ｌ

，２０ １４ａｈ 随后又发现 ２０Ｅ 可以诱导细胞膜上 的 ＥｒＧＰＣＲ－２

发生 内吞促使基因表达 （
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

，
２０ １ ５

）
。 ＳＴＩＭ １ 在变态时期高表达是受 ２０Ｅ 的调

控 ， 这种转录水平上的调控依赖于膜上的 ＥｒＧＰＣＲ－

１ 和 ＥｒＧＰＣＲ－２ 。 通过非基因组途

径 ， ２０Ｅ 信号传递至蜕皮激素核受体 ＥｃＲＢ ｌ 和其异源二聚体 ＵＳＰ １ ， 促使其发挥功

能调控基因转录 。 我们的实验进
一

步确认 ２０Ｅ 通过非基因组途径诱导基 因表达 。

４ ．２ ２０Ｅ 通过一种新鉴定到的 ＥｃＲＥ 促进 ＳＴＩＭ １ 的转录

ＳＴＩＭ １ 受 ＥｃＲＢ ｌ 的调控预示着 ＥｃＲＢ ｌ 有结合在 ＊Ｓ７７Ｍ／ 启动子 区的可能 。 启动

子中 ＥｃＲＥ 的存在使得 ＥｃＲＢ ｌ 能够结合在 ＤＮＡ 上起始基因转录 。 鳞翅 目 昆虫烟草

７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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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蛾的 启动子上的 ＥｃＲＥ ｌ（
Ｌａｎｅｔａｌ ．

，
１ ９９ ９

）
与棉铃虫 的 启动子上的

ＥｃＲＥ
（
Ｌ ｉｕ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４ａ

） 高度保守 ， 只有
一

个氨基酸的差别 。 棉铃虫 ＾７７从７ 的启 动子

区鉴定到 的 ＥｃＲＥ 序列与 启动子上的 ＥｃＲＥ 非常相似 （ 图 ３ ．７Ｅ ） 。 此外 ， 在家

蚕以及果蝇的 ＳｎｉＷ 启动子区同样预测 到 了ＥｃＲＥ ， 同为鱗翅 目 昆虫的家蚕和棉铃

虫的 ＥｃＲＥ 序列高度相似 ， 同样只有
一

个氨基酸的差别 。 果蝇的 ＥｃＲＥ 序列相似度

较低 （表 ２ ） 。 Ｓ７７Ｍ７ 启 动子区 ＥｃＲＥ 在 昆虫 中具有
一

定的普遍性 ， 亲缘关系越近保

守性越高 。

２０Ｅ 不仅 能在 昆虫中促进胞 内 Ｃａ
２＋浓度升高 ， 在哺乳动物细胞 中 ， ２ ０Ｅ 同样可

以通过 ＧＰＣＲ 途径介导胞 内 Ｃａ
２＋浓度增加促进 ＡＫＴ 的活性 （

Ｇｏｒｅ ｌ ｉｅ ｋ－Ｆｅ  Ｉｄｍａｎ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０
）
。 这种钙离子的增加很可能也是通过 ＳＯＣＥ 引起的 。 在人和小 鼠的 ■ＯＴＭＪ 启动

子上同样 的预测到 了
一

个完全相 同的 ＥｃＲＥ 序列 ， 该序列与 昆虫 中 的 ＥｃＲＥ 差别较

大 ， 可能是因为进化距离较远 。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 ， ２０Ｅ 可能同样直接促进 ＳＴ ＩＭ １

的表达 。

表 ２ ． 不同物种 ＳＴＩＭ １ 启动子上预测的 ＥｃＲＥ 序列

Ｓｐｅ ｃ ｉｅ ｓ Ｇｅ ｎｅＰ ｒｅｄ ｉ ｃｔｅ ｄＥｃＲＥＳｅｑ ｕｅ ｎｃｅ ｓ

Ｈｏｍ ｏｓａｐ ｉｅｎｓ ＳＴ ＩＭ １ ＧＧＧＧＧＣＧＣＴＧＡＣＣＴＣ

Ｍ ａｍｍａ ｌ ｓＭ ｕｓ ｍ ｕｓｃｕ ｌｕｓ


ＳＴ １ Ｍ １


ＧＧＧＧＧＣＧＣＴＧＡＣＣＴＣ


Ｈｅｌｉｃｏ ｖｅｒｐａ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 ＳＴ １Ｍ １ ＧＣＧＧＴＴＡＡＴＧＣＡＴＴＡ

Ｉ ｎｓｅ ｃｔｓＢｏｍ ｂｙｘｍｏｒｉ ＳＴ 丨 Ｍ ｌ ＧＣＧＧＴＴＡＧＴＧＣＡＴＴＡ



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ｍ ｅｌａ ｎ ｏｇａｓ ｔｅｒＳＴ Ｉ Ｍ １



ＧＡＡＴＴＣＡＴＴＧＴ ＡＴＴＴ


４ ． ３２ ０Ｅ 促进 ＳＴＩＭ ｌ 聚集并迁移到 ＥＲ－ＰＭ 连接处引发 Ｃ ａ
２＋

内流

类固 醇激素 具有 结合细胞膜受体 ＧＰＣＲ 的 能 力从而 引 发细胞外 Ｃａ
２＋

内流

（
Ｍａｒ ｉｎ ｉｓｓｅｎａｎｄＧｕｔｋ ｉｎｄ

ｊ 
２００ １

）
。在脊椎动物 中 ， 例如成熟的鸡 的卵母细胞 （

Ｍｏｒ ｌｅｙ
ｅｔ ａｌ ．

，

１ ９９２
）

， 人的精子 斤３此６１＾６ １１１ ６４ １ ．

，
１ ９９ ９

）
， 以及小 鼠 的嗜铬细胞瘤神经元细胞 （ ？ （： －

１ ２ ）

（
Ｆｒｅｇｅａｕ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３

）
， 类固醇激素能够通过 ＧＰＣＲ 快速上调细胞质 中 Ｃａ

２＋浓度 。 在本

文中我们证明在 昆虫中 ， 类固醇激素 ２ ０Ｅ 能够通过 ＧＰＣＲ 以 ＳＯＣＥ 的方式调控细胞

内 Ｃａ
２＋浓度变化 。 ＳＴＩＭ １ 的活化是 ＳＯＣＥ 必不可少 的关键步骤 。 ２ ０Ｅ 通过 ＧＰＣＲ 引

起 ＳＴＩＭ １ 发生聚集并定位在 ＥＲ－ＰＭ 区域 。 而之前 的研宄 已经证 明 ２ ０Ｅ 能够快速促

使细胞膜上的 Ｏ ｒａ ｉ ｌ 聚集促使胞外 Ｃａ
２＋

内流 （
Ｌ ｉ ｅｔ ａ Ｌ

，

２０ １ ７
）
。 因此 ２ ０Ｅ 通过 ＳＴ ＩＭ １

７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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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Ｏｍ ｉ ｌ 的共同作用调控胞 内钙离子浓度的升高 。 进
一

步完善 ２０Ｅ 调控胞质 中 Ｃａ
２＋

浓度的分子机制 。

在脊椎动物中存在两种 ＳＴＩＭ 亚型 ， ＳＴＩＭ １ 和 ＳＴＩＭ２ 。 ＳＴ ＩＭ １ 在绝大多数细胞

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 内 质 网上的 Ｃａ
２＋感受器诱导 ＳＯＣＥ

（
Ｎｕｎｅ ｓ

－Ｈａｓ ｌｅｒｅｔ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７
）
。

ＳＴＩＭ２ 的功能 目 前还存在
一些争议 ， 部分研宄证明 ＳＴＩＭ２ 能够协助 ＳＴ ＩＭ １ 促使

ＳＯＣＥ的发生 （
Ｇｒｕｓ ｚｃｚｙｎｓｋａ

－Ｂ ｉｅｇａ
ｌａｅｔａ ｌ ．

，
２０ １ １

）
， 此外ＳＴＩＭ２在部分细胞中 引起 Ｃａ

２＋

内流不依赖于 ＳＯＣＥ
（
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 Ｌ

，
２０ １７

）
。 而在昆虫中 ， 目前仅发现

一

种 ＳＴ ＩＭ ， 属于

ＳＴＩＭ １ 类型 。 棉铃虫 中鉴定到 的 ＳＴＩＭ 同属 ＳＴＩＭ １ 类型 。 通过与 棉铃虫基因组 比对

也仅发现这
一

种 ＳＴＩＭ 类型 ， 并没有与之相似的其他亚型 。 棉铃虫 ＳＴＩＭ １ 的结构与

脊椎动物 比较 ， Ｃ 末端并没有经典的脯氨酸富集区 。 但是其 自 身 聚集结构域以及与

细胞膜上 Ｃａ
２＋通道 Ｏ ｒａ ｉ ｌ 的结合域高度保守 ， 预示着 ＳＴＩＭ １ 在功 能上具有与其他脊

椎动物相似的功能 。

４ ． ４ＰＫＣ 介导 ＳＴＩＭ １Ｓｅ ｒ４８５ 的磷酸化促进 ＳＴＩＭ １ 的聚集和 Ｃ ａ
ｚ＋

内流

２０Ｅ 调控昆虫生长发育不仅仅依赖转录后翻译机制 ， 还包括翻译后修饰机制 ，

例如蛋 白 质 的磷酸化修饰 。 在 ２ ０Ｅ 信号转导途径中 ， 分别 出现了ｃａ ｌｐｏｎ ｉｎ
（
Ｌ ｉｕ ｅ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１
）

，ＣＤＫ １ ０
（
Ｌ ：ｕｅｔ ａ ！ ．

，
２０ １ ４ａ

）
，Ｕ ＳＰ １（

Ｌ ｉｕ ｅｔ ａ ｌ ＿

，
２０ １ ４ｂ

）
和ＥｃＲＢ ｌ

（
Ｃｈ ｅｎ ｅ ｔ 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１ ７
）的磷

酸化 。 在研宄 中我们发现 了ＳＴＩＭ １ 的磷酸化发生在 Ｓｅｒ４８ ５ 。 序列 比对显示该位点在

鳞翅 目 昆虫保守性较高 ，预示着相 同 的活化机制 。在哺乳动物中 同样检测到 了ＳＴＩＭ １

磷酸化 。 ＳＴＩＭ １ 在丝氨酸位点 上发生磷酸调控 ＳＯＣＥ 。人 中 Ｓｅｒ ５ ７ ５
，

Ｓｅｒ６０ ８ 和 Ｓｅ ｒ ６２ １

发生磷酸化促使 ＳＯＣＥ 的发生
（
Ｐｏｚｏ －Ｇｕ ｉ ｓａｄｏｅｔａ Ｌ

，２０ １ ３
）

。 而在有丝分裂细胞中

Ｓｅｒ４ ８６ 和 Ｓｅｒ６ ６ ８ 的磷酸化抑制 了ＳＯ ＣＥ（
Ｓｍｙ

ｔｈｅｔａＬ
，

２ ０ ０９
）

。 棉铃虫 ２ ０Ｅ 诱导的

ＳＴＩＭ １ 的 Ｓｅｒ４ ８５ 磷酸化位点与人中 的 Ｓｅｒ４ ８ ６ 氨基酸残基在位置上相靠近 。 但是棉

铃虫 ＳＴＩＭ １Ｓｅｒ４８５ 磷酸化促使 ＳＯＣＥ ， 显示出与人类 ＳＴＩＭ １ 不 同的作用机制 。

５ 小结

２０Ｅ 通过细胞膜上的 Ｅ ｒＧＰＣＲ－

１ 和 ＥｒＧＰＣＲ－ ２ 以及 ＰＬＣ 介导 内质 网 中 Ｃａ
２＋通过

ＩＰ ３Ｒ 释放到细胞质 中 。 胞 内 Ｃａ
２＋

的增加激活 ＰＫＣ ， 促使 ＳＴＩＭ １ 在 ＰＫＣ 位点发生鱗

酸化 ， 磷酸化的 ＳＴＩＭ １ 发生聚集并迁移到 内质网 －质膜结合处与 Ｏｍ ｉ ｌ 相互作用开放

ＳＯＣ 通道促进 Ｃａ
２＋

内流 ， 使得胞 内 Ｃａ
２＋浓度维持在较高水平 。 Ｃａ

２＋促使 ＥｃＲＢ ｌ 和

Ｕ ＳＰ １ 发生翻译后修饰 ， 形成转录复合体结合在 ＥｃＲＥ 上起始 ＳＴＩＭ １ 转录 ， 上调

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 ， 形成正反馈调控。 另
一

方面促使 ２０Ｅ 信号途径基 因 以及凋亡相关基

７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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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表达 ， 最终促使昆虫变态的发生 （ 图 ３ ． １ ３ ） 。

２０Ｅ ？？？

Ｉ ？ ？ ？
？Ｃ ａ

２ ＋

Ｅ ｒＧ ＰＣＲ ｓ
／＾１ Ｏ ｒａ ｉ ｌ

？
＂

？

＊

｜ Ｐ ／／）Ｃｙｔｏｐ ｌａ ｓｍ

ｉ＾ｒ
^


忒、 丨

＾
＂

Ｎｕｃ ｌｅ ｕｓ亡
、

、

Ｐ －ＥｃＲＢ ｌ ｇ
’

—

ｉＳＴ ＩＭ ｌ
ｆ

—

ＨＥｃＲＥ卜

Ｈ Ｒ ３
， 
Ｂ ｒＺ７

，
Ｃ ａｓｐａｓｅ ｓ

［

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ｓ
，Ｍ ｅ ｔａｍｏ ｒｐｈｓ ｉｓ

 １

图 ３ ． １ ３ ．２０Ｅ 调控 ＳＴＩＭ １ 的憐酸化和表达模式 图 。 ２０Ｅ 通过 ＥｒＧＰＣＲｓ ，ＰＬＣ 以及 ＩＰ ３Ｒ 促使

Ｃａ
２ ＋

释放到细胞质 中 。 释放的 Ｃａ
２

激活 ＰＫＣ ， 促使 ＳＴ ＩＭ １ 在 Ｓ４ ８５ 位点发生磷酸化 ， 磷酸化

的 ＳＴ ＩＭ １ 发生聚集并迁移到 ＥＲ －ＰＭ 结合处与 Ｃａ
２ ＋通道相互作用促使 Ｃａ

２ ＋

内流 ， 进而促使

ＥｃＲＢ ｌ 和 ＵＳ Ｐ １ 翻译后修饰并形成转录复合体结合在 ＥｃＲＥ 上起始 ＳＴ ＩＭ １ 转录 。 另
一

方面

促使 ２０Ｅ 信号途径基因 以及凋亡相关基因表达 ， 最终促使细胞凋亡和 昆虫变态的发生 。

Ｆ ｉ ｇｕ ｒｅ３ ． １ ３ ．Ｔｈ ｅｐａ ｔ ｔｅ ｒｎｏｆ２ ０Ｅｒｅ ｇｕ
ｌａ ｔｅｓＳＴ１Ｍ １ｐ

ｈ ｏ ｓ ｐ
ｈ ｏ ｒｙ

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ｎｄｅ ｘｐｒｅ ｓｓ ｉ ｏ ｎ

ＳＴＩ Ｍｌ ． Ｖｉ ａＥｒＧＰＣＲｓ
，ＰＬＣａｎｄ Ｉ Ｐ ３Ｒ２０Ｅ

ｐ
ｒｏｍｏ ｔｅｓｃ ａ ｌｃ ｉｕｍｒｅ ｌｅａｓ ｅ ｉｎｔｏｔｈｅｃ ｙｔｏｐ

ｌａｓｍ ．Ｒｅ ｌｅａｓ ｅｄ

ｃ ａ ｌｃ ｉｕｍａｃ ｔ ｉｖａｔｅｓＰＫＣａｎｄｐ
ｒｏｍ ｏｔｅ ｓｐ

ｈｏ ｓｐｈｏｒ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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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创新点总结及意义

类固醇激素在动物体 内普遍存在 ， 对于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非常重要 。 利用 昆虫

这种 良好的研宄材料研宄类固醇类激素 ２０Ｅ 调控 昆虫生长发育分子机制 ， 可 以在
一

定程度上为其他物种中类固醇激素 ， 例如人的雌激素研究提供思路 。 而 ２０Ｅ 不仅在

昆虫中促进昆虫蜕皮 ， 还存在于植物中防御 昆虫取食 （
Ｄ ｉｎａｎ

，２００ １
）
。 此外 ， ２０Ｅ 在

哺乳动物 中具有低毒性 ， 可 以保护肝脏 ， 调节免疫 以及低血糖症状 （
Ｂａｔｈｏｒ ｉｅｔａ ｌ ．

，

２０ ０ ８
）

。 对 ２０Ｅ 信号通路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药用候选物质 。 本文的研宄主要有 以

下几方面的创新 ：

一

、 ＰＫＣ８ 参与棉铃虫蜕皮激素信号途径促进细胞凋亡的研宄

１ ． 在 昆虫 中鉴定到
一

种新型 的 ＰＫＣＳ 在 昆虫变态时期受 ２０Ｅ 调控高量表达 。 ＰＫＣＳ

在人体中有促进凋亡的功能 ， 本文首次证明类固醇激素 ２ ０Ｅ 可 以直接促进 ＰＫＣＳ

表达 ， 为开发 ２０Ｅ 为促凋亡药物提供了 依据 。

２ ． 细胞 中过表达 ＰＫＣＳ 催化结构域提高 Ｃａｓｐａｓｅ
－

３ 的活性促进细胞凋亡 。 揭示 了

ＰＫＣ５ 促凋亡的关键的磷酸化位点 。

３ ． 发现 ２０Ｅ 通过 ＰＫＣＳ 直接磷酸化 ＥｃＲＢ ｌ 的 Ｔｈｒ４６ ８ ， 证 明 了２０Ｅ 通过促使 ＥｃＲＢ ｌ

磷酸化进而促使 ＥｃＲＢ ｌ ／ＵＳＰ ｌ 转录复合体的形成 ， 以及 ＥｃＲＥ 的结合起始基 因转

录促使细胞凋亡 ， 深化了２０Ｅ 调控基因表达 的分子机理。

二 、 ＳＴＩＭ １ 参与 昆虫 ２０Ｅ 信号途径诱导 Ｃａ
２＋

内流促使细胞凋亡

１ ． 发现了２０Ｅ 通过膜上的 ＧＰＣＲｓ 促使 ＳＴ ＩＭ １ 的表达 。 进
一

步肯定 了２０Ｅ 的非基因

组途径 。

２ ． 在昆虫中发现 ＳＴＩＭ １ 以磷酸化的形式高表达于变态时期的幼虫组织中 。

３ ． 在 ＳＴＩＭ １ 的启动子区鉴定到 ＥｃＲＥ 序列 ， ＥｃＲＢ ｌ 与 ＥｃＲＥ 结合促使 ＳＨＭ １ 的表

达 ， 正反馈调控 ２０Ｅ 信号 。 揭示 了２０Ｅ 能够直接上调 ＳＴＩＭ １ 的表达 ， 为哺乳动

物类固醇激素研宄提供了思路 。

４ ． 证明了２０Ｅ 诱导 ＳＴＩＭ １ 的 Ｓｅｒ４８５ 位点磷酸化 ，促使 ＳＴＩＭ １ 聚集并诱导 Ｃａ
２＋

内流 。

确定 了２０Ｅ 以 Ｓ０ＣＥ 的方式增加胞内 Ｃａ
２＋浓度 。 进

一

步完善了２ ０ 信号途径 中胞

内 Ｃａ
２＋浓度变化机制 。

７６
？

 





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


参考文献

Ａ ｄ ｌｅｒ
，Ｊ ．Ｈ ．

，Ｇｒｅｂｅｎｏ ］＾Ｒ ．Ｊ ．

，１ ９９５ ．Ｂ ｉｏ ｓ ｙｎｆｉｉｅｓ ｉｓａｎｄｄ ｉｓ ｔｒｉｂｕ ｔ ｉｏｎｏｆ ｉｎｓ ｅｃ ｔ
－ｍｏ ｌｔ ｉｎｇｈｏ ｒｍｏｎｅｓ ｉｎ

ｐ
ｌａｎ ｔｓ

－－ａ ｒｅｖ ｉｅｗ．Ｌｉ

ｐ
ｉｄ ｓ３０

，
２５７－２６２ ．

Ｂａ ｌａｓ ｕｒｉｙ ａ ，
Ｄ ．

ｓＳｒ ｉｖ ａｔｓ
，
Ｓ ．

，
Ｍｕｒｒｅ ｌ ｌ

－Ｌａｇｎａｄｏ ，Ｒ．Ｄ ．

，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ｏｎ
，
Ｊ ．Ｍ ．

９２０ １ ４ ．Ａ ｔｏｍ ｉｃｆｏ ｒｃｅｍ ｉｃ ｒｏ ｓ ｃｏｐｙ

（
ＡＦＭ

）
ｉｍａｇ ｉｎ ｇｓ ｕ ｇｇｅ ｓ ｔｓｔｈ ａｔ ｓ ｔｒｏｍａ ｌ ｉｎｔｅ ｒａｃ ｔ ｉｏｎｍｏ ｌｅ ｃｕ ｌｅ１

（
ＳＴ ＩＭ ｉ

）
ｂ ｉｎｄ ｓｔｏＯｒａ ｉ ｌｗ ｉｔｈｓ ｉｘｆｏ ｌｄ

ｓ ｙ ｒｎｍｅｔ ｉｙ ．ＦＥＢＳ ｌｅｔｔｅ ｒｓ５ ８８
，２８７４

－２８８ ０ ．

Ｂａｔｈｏｒｉ
，Ｍ ＿

，
Ｔｏ ｔｈ

，Ｎ．

，
Ｈｕｎｙａｄ ｉ

，Ａ ．

，Ｍａ ｒｋ ｉ
，Ａ ．

，Ｚａｄ ｏｒ，Ｅ．

，２ ００８ ．Ｐｈｙ ｔｏ ｅｃｄｙｓ ｔｅ ｒｏ ｉｄｓａｎ ｄ

ａｎ ａｂｏ ｌ ｉｃ －

ａｎ ｄｒｏｇｅｎ ｉｃ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ｓ —ｓ ｔｒｕｃｔｕ ｒｅａｎｄｅ 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ｈ ｕｍａｎ ｓ ．Ｃｕ ｒｒｅｎｔ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ａ ｌｃｈｅｍ ｉｓ ｔ ｒｙ１ ５
，

７５
－

９ １ ．

Ｂａｙ ｅ ｒ
，Ｃ ．Ａ ．

，
ｖｏｎＫａ ｌｍ

，Ｌ ．

，Ｆｒ ｉｓ ｔｒｏｍ
，
Ｊ ．Ｗ．

５１ ９９ ７ ．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ｈ ｉｐ 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
ｐ ｒｏ ｔ ｅ ｉｎ ｉｓ ｏ ｆｏ ｒｍｓａｎｄ

ｇｅｎｅｔ ｉｃ

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 ｓｄ ｅｍｏ ｎ ｓ ｔｒａｔｅ 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 ａｌｒｅｄｕｎｄ ａｎｃｙａｔｔｈｅＢｒｏａｄ
－Ｃｏｍｐ 

ｌｅ ｘｄｕ ｒ ｉｎｇ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

ｍｅｔａｍｏ ｒｐｈ ｏ ｓ ｉｓ ．Ｄｅｖｅ ｌｏ
ｐｍ

ｅｎ ｔａ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Ｉ ８７

？２６７
－

２８２ ．

Ｂｅｎｄｅｒ
，Ｍ ．

，Ｉｍａｍ
，Ｆ ．Ｂ ．

，Ｔａ ｌｂ ｏｔ
，Ｗ ．Ｓ ．

，Ｇａｎｅ ｔｚ ｌ＾ ，Ｂ ．

，Ｈｏｇｎｅｓ ｓ
，Ｄ ．Ｓ ．

， １ ９９７ 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ｅｃｄｙｓｏｎｅ

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 ｍｕ ｔａｔ ｉｏｎ ｓｒｅｖｅａ ｌ 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ａ ｌ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ａｍｏ ｎｇ 
ｒｅｃｅ

ｐ ｔｏ ｒ  ｉｓ ｏｆｏ ｒｍｓ ．Ｃｅ ｌ ｌ９ １
，７７７

－７８８ ．

Ｂｅ ｒｒｉｄｇ ｅ ，Ｍ ． Ｊ ．

，１ ９９３ ．Ｉｎ ｏ ｓ ｉ ｔｏ ｌ ｔｒｉｓ ｐｈ ｏ ｓ ｐ
ｈ 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ｓ ｉｇｎ ａ ｌ ｌｉｎｇ

． Ｎａｔｕｒｅ３６ １
，３ １ ５

－３２５ ．

Ｂｅｒｒｉｄ ｇｅ ，Ｍ ．Ｊ ．

，１ ９ ９５ ．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ｓ ｉｇｎａ ｌ ｌ ｉｎｇａｎ
ｄｃｅ ｌ ｌ

ｐ ｒｏ ｌ ｉ ｆｅ ｒａｔ ｉｏｎ ．Ｂ ｉｏ Ｅｓ ｓ ａｙ ｓ ：ｎｅｗｓａｎｄｒｅｖ ｉｅｗｓ ｉｎ

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
，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ａｎ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１ ７

，
４９ １

－

５００ ，

Ｂｒａｄｆｏ ｒｄ
，
Ｍ ．Ｍ ．

５１ ９ ７ ６ ．Ａｒａｐ
ｉｄａｎｄｓ ｅｎｓ ｉｔ ｉｖｅｍｅｔｈ ｏｄｆｏ ｒｔｈ ｅ

ｑｕａｎｔ ｉ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ｍ ｉｃ ｒｏｇ ｒａｍ
ｑｕａｎ ｔ ｉｔ ｉｅ ｓｏ ｆ

ｐ
ｒｏ ｔｅ ｉｎｕ ｔ ｉ ｌ ｉｚｉｎｇｔｈ ｅ

ｐｒｉｎｃ ｉｐ ｌｅｏ ｆ
ｐ

ｒｏ ｔｅ ｉｎ －ｄｙｅ ｂ ｉｎ ｄ ｉｎｇ ． Ａｎａ ｌｙ ｔ ｉｃａ ｌｂｉｏ ｃｈ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
７２

，
２４８ －２５４ ．

Ｂｒｉｎ ｉ

，Ｍ ．

，
Ｃａｒａｆｏ ｌ ｉ

，Ｅ ．

，２０ １ １ ．Ｃａｌｃ ｉｕｍ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
ａｎ ｄｄ ｉｓ ｅａ ｓ ｅ ： ｐ ｒｅｆａｃｅ ．Ｂ ｉｏＦａｃｔｏ ｒｓ３７

，１ ３ １ ．

Ｃａ ｉ

，
Ｍ． Ｊ ．

，Ｄｏｎｇ ，
Ｄ ． Ｊ ．

，
Ｗａｎ

ｇ ，
Ｙ．

ｒ
Ｌ ｉｕ

，
Ｐ． Ｃ ．

，
Ｌ ｉｕ

，
Ｗ 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

Ｊ ． Ｘ．

，
Ｚｈａｏ

，
Ｘ ． Ｆ ．

，２０ １ ４ａ ．Ｇ －

ｐ ｒｏｔｅ ｉｎ
－

ｃｏ ｕｐ Ｉｅｄ

ｒｅｃｅ
ｐ ｔｏ ｒｐ ａ

ｒｔ ｉｃ 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２０－ｈｙ ｄｒｏ冷 ｅｃ ｄｙ ｓ ｏｎ ｅｓ ｉ

ｇｎａ
ｌ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ｐ

ｌａｓｍａｍｅｍｂ ｒａｎｅ ．Ｃｅ ｌ ｌ

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
： ＣＣＳ１ ２

，
９ ．

Ｃａ ｉ
，Ｍ ． Ｊ ．

，Ｌｉｕ
，Ｗ ．

５Ｐｅ ｉ
，Ｘ ． Ｙ．

，Ｌ ｉ
，Ｘ．Ｒ ．

，Ｈｅ
，Ｈ． Ｊ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Ｚｈａｏ
，Ｘ ． Ｆ．

，２ ０ １ ４ｂ ．Ｊｕｖ ｅｎ ｉｌｅｈｏｒｍｏｎｅ

ｐ
ｒｅｖ ｅｎ ｔｓ２０ －ｈｙ ｄ ｒｏ＾ ｅｃｄｙ ｓｏｎｅ －

ｉｎｄ ｕ ｃｅｄｍｅ ｔａｍｏ ｒ
ｐ
ｈｏ ｓ ｉｓｂｙｒｅｇｕ

ｌａｔ ｉｎ
ｇ

ｔｈｅ
ｐｈｏ ｓ ｐ

ｈｏ 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ａ

ｎｅｗ ｌｙ
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ｅｄｂ ｒｏ ａｄ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． Ｔｈ ｅ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ｂ ｉｏ ｌｏ ｇ

ｉｃａ ｌ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２８９ ，２６６３０
－２６６４ １ ．

Ｃａ ｉ

，Ｍ ．Ｊ ．

，Ｚｈａｏ ，Ｗ．Ｌ ．

，Ｊ ｉｎｇ ，Ｙ．Ｐ ．

，Ｓｏｎｇ ，Ｑ ．

，Ｚｈ ａｎｇ ，Ｘ．Ｑ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Ｊ ．Ｘ ．

，Ｚｈ ａｏ ，Ｘ ． Ｆ ．

，２０ １ ６ ．

２０ －Ｈｙｄｒｏ兮 ｅ 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ａｃｔ ｉｖ ａｔｅｓＦｏ ｒｋｈｅａｄｂ ｏｘＯｔｏｐ ｒｏ ｍｏｔｅｐ ｒｏ ｔｅｏ ｌ
ｙ
ｓ ｉｓｄｕ ｒｉｎｇＨｅ ｌ ｉｃｏｖｅｒｐａ

ａｒｍ ｉｇｅｒａｖｎ〇 ＼ｔｍｇ ．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１４３
，１ ００５ －

１ ０ １ ５ ．

Ｃａｒａ ｆｏ ｌ ｉ
，Ｅ ．

，１ ９ ９４ ．Ｔｈｅｓ ｉｇｎａ
ｌ ｉｎｇ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ｏｆｃａ ｌｃ ｉｕ ｍａｎｄ ｉｔｓ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．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ｈｙｐ ｅｒｔｅｎ ｓ ｉｏｎ ．

Ｓｕ
ｐｐ

ｌｅｍｅｎ ｔ ：ｏｆｆｉｃ ｉａ ｌ

ｊ
ｏ 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Ｓｏｃ ｉｅ ｔｙｏ ｆＨｙｐ ｅｒｔｅｎ ｓ ｉｏｎ１ ２

，Ｓ４７
－

５６ ．

Ｃａｒａ ｆｏ ｌ ｉ
，Ｅ ．

，２ ００２ ．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 ｇ ：ａｔａ ｌｅｆｏ ｒ ａ ｌ ｌ ｓ ｅａ ｓ ｏ ｎｓ ．Ｐ ｒｏ ｃｅｅｄ ｉｎｇ ｓｏ ｆ  ｔｈ 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Ａ ｃａｄｅｍｙｏｆ

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ｏ ｆ ｔｈｅ Ｕｎ ｉ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 ｓ ｏ ｆＡｍｅｒ ｉｃａ９９
，１ １ １ ５

－

１ １ ２２ ．

Ｃｈｅｎ
＾Ｃ ．Ｈ ．

，
Ｐａｎ

，
Ｊ ．

，Ｄ ｉ
，
Ｙ． Ｑ ．

，Ｌ ｉｕ
，Ｗ ．

，Ｈｏｕ
，Ｌ 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 

Ｊ ．Ｘ ．

，
Ｚｈａｏ

，Ｘ ． Ｆ ．

，２０ １７ ．Ｐ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 ｅＣｄ ｅ ｌｔａ

ｐ
ｈ ｏ ｓ ｐｈｏ ｒｙ ｌａｔｅｓ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Ｂ １ｔｏ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ｇ

ｅｎｅｅｇ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ａｎｄａ
ｐ ｏｐ

ｔｏｓ ｉ ｓｕｎｄｅｒ

２０ －ｈｙｄ
ｒｏ  ｊ＾ｅｃｄｙ ｓｏｎｅｒｅｇｕ

ｌａｔ ｉｏｎ ．Ｐｒｏ 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
ｆ  ｔｈｅ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Ａ ｃａｄｅｍ

ｙ
ｏｆ Ｓｃ ｉｅｎ ｃｅｓｏｆ  ｔｈｅＵｎ ｉｔｅｄ

Ｓｔａｔｅｓ ｏ 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 １４
，Ｅ７ １ ２ １

－Ｅ７ １ ３０ ．

Ｃ ｉｖ ｉｔｅ ｌ ｌ ｉ

，Ｒ ．

，Ｋ ｉｍ
，Ｙ．Ｓ ．

，Ｇｕｎ ｓ ｔｅｎ
，Ｓ ． Ｌ ．

，Ｆｕｊ
ｉｍｏ ｒ ｉ

，Ａ ．

，Ｈｕｓ ｋｅｙ，Ｍ ．

ｓＡｖ ｉｏ ｌ ｉ
，Ｌ ． Ｖ

，Ｉ＾ｕ ｓ ｋａ
，Ｋ．Ａ ．

，１ ９ ９０ ．

Ｎｏｎｇ ｅｎｏｍ ｉｃ 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ｔｈｅ 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ｍｅ ｓ ｓ ａｇ
ｅ ｓｙ ｓｔｅｍ ｂｙ

ｖ ｉｔａｍ ｉｎＤ ｍｅ ｔａｂｏ ｌ ｉｔｅｓ ｉｎｏ ｓ ｔｅｏｂ ｌａｓ ｔ
，

ｌ ｉｋｅ

ｃ ｅ ｌｌｓ ．Ｅｎｄｏｃ ｒｉｎｏ ｌｏｇｙ１ ２７
，２２５ ３

－２２ ６２ ．

Ｃｌａｐｈ ａｎｉ
，Ｄ ．Ｅ．

，２００７ ．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ｎｇ ． Ｃｅ ｌｌ１ ３ １
，１ ０４７－

１ ０５ ８ ．

Ｃ ｌａｙ ｔｏｎ
，ＧＭ ．

，
Ｐｅａ ｋ－Ｃｈ ｅｗ

，
Ｓ ．Ｙ．

，Ｅｖａｎ ｓ
， 
Ｒ ．Ｍ ．

，Ｓｃｈｗａｂ ｅ ，
Ｊ ．Ｗ ．

，２ ０ ０ １ ．Ｔｈ ｅｓ ｔｒｕｃｔｕ ｒｅｏｆ ｔｈｅｕ ｌｔ ｒａｓｐ ｉｒａｃ ｌｅ

７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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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ｇａｎｄ
－

ｂ ｉｎｄ ｉｎｇ
ｄｏ ｍａ ｉｎ ｒｅｖｅａ ｌｓａ ｎ ｕ ｃ ｌｅａｒ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  ｌｏ ｃｋｅｄ ｉｎａｎ  ｉｎａｃｔ ｉｖｅ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．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

ｏ ｆ ｔｈ ｅ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 ｅｍｙ 
ｏ 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ｏ 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９８

，１ ５４９－ １ ５５ ４ ．

Ｃｏ ｌｏｍｂａｎ ｉ
，Ｊ ．

，Ｂｉａｎｃｈ ｉｎ ｉ
，Ｌ ．

，Ｌａｙ ａ ｌｌｅ
，Ｓ ．

ｓＰｏ ｎ ｄｅｖ ｉｌ ｌｅ
，Ｒ ，Ｄａｕｐｈ ｉｎ －Ｖｉ ｌ ｌｅｍａｎｔ

，Ｃ ．

，Ａｎ ｔｏｎ ｉｅｗｓ ｋｉ
，Ｃ ．

，

Ｃａｒｒｅ
，Ｃ ，

Ｎｏ ｓ ｅ ｌｌ ｉ
，Ｓ ．

，
Ｌｅｏｐｏ ｌｄ

，
Ｐ．

，
２００５ ． Ａｎｔａｇｏｎ ｉ ｓｔ ｉｃａｃｔ ｉｏｎ ｓ ｏ ｆ ｅｃｄｙｓ ｏｎｅａｎｄ ｉｎｓｕ ｌ ｉｎｓｄ ｅｔｅ ｒｍ ｉｎ ｅ

ｆｉｎａ ｌｓ ｉｚｅ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．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３ １０
，６６７

－

６７０．

ＤｅＶｒ ｉｅ ｓ
，Ｔ．Ａ ．

，Ｎｅｖ ｉ ｌ ｌｅ
，Ｍ ． Ｃ ．

，Ｒｅｙ ｌａｎｄ
，Ｍ ． Ｅ．

，２００２ ，Ｎｕｃ ｌｅａｒ ｉ ｎｐｏｒｔｏ ｆＰＫＣｄｅ ｌｔａ ｉｓｒｅｑ
ｕ ｉｒｅｄｆｏ ｒ

ａｐ ｏｐ ｔｏ ｓ ｉｓ ｉｄｅｎ ｔ ｉｆｉｃ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ｎｏｖｅ ｌ ｎｕ ｃ ｌｅａ ｒ  ｉｔｒ＾ｏ ｒｔｓ ｅｑ ｕｅｎｃｅ ． Ｔｈｅ ＥＭＢＯ
ｊ
ｏｕｒｎａ ｌ２ １

，６０５０
－

６０ ６０ ．

Ｄ ｉｎａｎ
，
Ｌ．

，２００ １ ．Ｐｈ
ｙ

ｔｏｅｃｄｙ ｓ ｔｅｒｏ ｉｄ ｓ ；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ａｓ
ｐｅｃｔ ｓ ． Ｐｈｙ ｔ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 ｒｙ

５７
，３２５

－

３ ３９ ．

Ｄｏｎｇ ，Ｄ ．Ｊ ．

，Ｊ ｉｎｇ ，Ｙ． Ｐ．

，Ｌ ｉｕ
，Ｗ ＿

，Ｗａｎｇ ，Ｊ ．Ｘ
”Ｚｈ ａｏ ，

Ｘ ．Ｆ ．

，
２ ０ １ ５ ＿ＴｈｅＳｔｅ 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 ｎｅ

２０ －Ｈｙｄ ｒｏ＾ ｅｃｄｙｓ ｏｎｅＵｐ
－

ｒｅｇｕ
ｌａｔｅｓＳｔｅ

－２ ０Ｆａｍ ｉ ｌｙＳｅｒｉｎ ｅ／Ｔｈｒｅｏ ｎ ｉｎｅＫ ｉｎａｓ ｅＨ ｉ

ｐｐ ｏｔｏＩｎｄ ｕｃｅ

Ｐｒｏｇ 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． Ｔｈ ｅ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 ｌｃｈｅｍｉｓ ｔ ｒｙ
２９０

？２４７３ ８
－２４７４６ ．

Ｅ ｉｄ
，Ｊ ．Ｐ．

，Ａ ｒ ｉａ ｓ
，Ａ ．Ｍ ．

，Ｒｏｂｅ ｒｔ ｓ ｏｎ
，Ｈ ．

，Ｈ ｉｍ ｅ
，ＧＲ ．

，Ｄｚ ｉａｄｅｋ
，Ｍ ．

，２００ ８ ．Ｔｈ ｅ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ＳＴ ＩＭ １

ｏ ｒｔｈｏ ｌｏｇｕ ｅ ，
ｄＳＴＩＭ

，
ｈ ａｓｒｏ ｌｅｓ ｉｎｃｅ ｌ ｌｆａｔｅｓ ｐｅｃ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 ｎａｎｄｔ ｉ ｓｓ ｕｅ

ｐ
ａｔ ｔｅ ｒｎ ｉｎｇ

．ＢＭＣ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

ｂ ｉｏ ｌｏ
ｇｙ

８
，１ ０４ ．

Ｆａ ｌｋｅｎ ｓ ｔｅ ｉｎ
， 
Ｅ ．

，
Ｈｅｃ ｋ

，Ｍ ．

，Ｇｅ ｒｄｅ ｓ
，
Ｄ ．

，Ｇｒｕ ｂ ｅ
，Ｄ ．

，Ｃｈ ｒ ｉｓ ｔ
，
Ｍ ．

，Ｗｅ ｉ

ｇ ｅ ｌ
，Ｍ ．

，Ｂｕｄ ｄｈ ｉｋｏ ｔ
，
Ｍ ．

，
Ｍ ｅ ｉｚ ｓｅ ｌ

，Ｓ ．

ｓ

Ｗｅｈ ｌ ｉｎｇ ， 
Ｍ ．

，
１ ９９ ９ ．Ｓ

ｐ
ｅｃ ｉｆｉｃ

ｐｒｏｇｅｓ ｔｅ ｒｏｎｅ ｂ ｉｎｄ ｉｎｇ 
ｔｏａｍｅｍｂ ｒａｎｅ
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ａｎｄｒｅ ｌａｔｅｄｎ ｏｎｇｅｎｏｍｉｃ

ｅ ｆｆｅｃｔ ｓｏｎ Ｃａ
２ ＋

－

ｆｌｕ＾ｓ ｉｎｓ ｐｅ ｒｍＥｎｄ ｏ ｃ ｒｉｎｏ ｌｏｇｙ１４０
，５９９９

－

６００２

Ｆｅ ｌ ｌｎ ｅｒ
，Ｓ ．Ｋ ．

， Ｉ＾ ｂ ｃｚｙ
ｎ ｓ ｋｉ

，Ｒ．

，Ｇ ｉ ｌｂｅ ｒｔ
，Ｌ ． Ｉ ．

，２ ００５ ．Ｃａ
２ ＋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ｎｇ ｉｎｐｒｏ ｔｈｏ ｒａｃ ｉｃｏ ｔｒｏｐ

ｉｃ

ｈｏｒｍｏ ｎｅ
－

ｓ ｔ ｉｍｕ ｌａｔｅ ｄｐ
ｒｏ ｔｈ ｏ ｒａｃ ｉｃｇ ｌａｎ ｄｃｅ ｌ ｌｓｏ ｆＭａｎｄｕｃａｓｅｘｔａ ：ｅｖ ｉｄ ｅｎ ｃｅｆｏ ｒｍｏ ｂ ｉ ｌ ｉ ｚａｔ ｉｏ ｎａｎｄ

ｅｎ ｔ ｒｙ
ｍｅｃｈ ａｎ ｉｓｍｓ ． Ｉｎ ｓ ｅ ｃｔ ｂ ｉｏ 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 ｒｙ

ａｎｄ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 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３ ５

，
２６３ －２７５ ．

Ｆ ｉ ｒｅ
， 
Ａ ．

，
Ｘｕ

，Ｓ ．

， 
Ｍｏｎ ｔｇｏｍｅ ｒｙ ， 

Ｍ ． Ｋ ．

，
Ｋｏ ｓ ｔａｓ

，Ｓ ．Ａ ．

，
Ｄｒ ｉｖｅｒ

，
Ｓ ．Ｅ ．

， 
Ｍｅ ｌ ｌｏ

，Ｃ ． Ｃ ．

， １ ９９８ ． Ｐｏ ｔｅｎ ｔａｎｄｓｐ ｅｃ ｉｆｉｃ

ｇｅｎ ｅｔ ｉｃ ｉｎ ｔｅ ｒｆｅ ｒｅｎｃｅｂｙ 
ｄ ｏｕｂ ｌｅ

－

ｓ ｔｒａｎｄｅｄ ＲＮＡ  ｉｎＣａｅｎ ｏ ｒｈ ａｂｄ ｉｔ ｉｓｅ ｌｅｇａｎ ｓ ． Ｎａ ｔｕ ｒｅ３９ １
，８０６

－

８ １ １ ．

Ｆｒｅｇｅａｕ ， 
Ｍ ．Ｏ ．

， 
Ｃａ ｒｒ ｉｅ ｒ

，
Ｍ ．

，Ｇｕ ｉ ｉ ｌｅｍｅｔｔ ｅ
，
Ｇ

，
２ ０ １ ３ ．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 ｏｆ ｄ ｏ ｐａｍ ｉｎ ｅＤ２ｒｅｃｅ

ｐ
ｔｏ ｒ

－

ｉｎｄ ｕｃ ｅｄＣａ
（

２＋

）

ｒｅ ｌｅ ａｓ ｅ ｉｎＰＣ－

１ ２ｃ ｅＵｓ ．Ｃｅ ｌｌｕ ｌａｒｓ ｉｇｎ ａ ｌ ｌ ｉｎｇ
２５

，
２ ８７ １

－２８７ ７ ．

Ｆｕ
ｊ

ｉｎ ａｇａ ， 
Ｄ ．

＃ 
Ｋｏｈｍｕ ｒａ

，Ｙ．

，
Ｏｋａｍｏ ｔｏ

， 
Ｎ．

，Ｋａ ｔａｏｋａ
， 
Ｈ．

， 
Ｍ ｉ ｚｏｇｕｃｈ ｉ

， 
Ａ ．

， 
２０ １ ７ ．Ｉｎｓ ｕ ｌ ｉｎ

－

ｌ ｉｋｅ
ｇ ｒｏｗｔｈ  ｆａｃ ｔｏ ｒ

（
ＩＧＦ

）

－

ｌ ｉ ｋｅｐ ｅｐ ｔ ｉｄｅａｎ ｄ２０
－ｈ

ｙ
ｄ ｒｏ ｘｙ ｅｃｄｙ ｓ ｏｎ ｅ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ｔｈｅｇ 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 ｅｖｅ ｌｏ

ｐ
ｍｅｎ ｔｏ ｆ  ｔｈｅｍａ ｌｅ

ｇｅｎ ｉｔａ ｌ ｄ ｉｓ ｋ  ｔｈ ｒｏ ｕｇ
ｈ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ｓ ｉｎｔｈ ｅｓ ｉ ｌｋｍｏ ｔｈ

，
Ｂｏｍｂｙｘｍｏ ｒｉ ．Ｉｎｓ ｅｃｔｂ ｉｏ ｃ ｈ ｅｍ ｉｓ ｔ ｒｙ

ａｎ ｄ

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８ ７

，３ ５
￣４４ ．

Ｇａ ｌ ｌｕ ｚｚ ｉ

，Ｌ ．

，Ｖｉｔａ ｌｅ
，Ｉ ．

ｓ
Ａ ｂｒａｍｓ

，
Ｊ ．Ｍ ．

，
Ａ ｌｎ ｅｍｒｉ

，Ｅ ． Ｓ ．

，Ｂａｅｈ ｒｅｃｋｅ
，Ｅ ． Ｈ ．

，Ｂ ｌａｇｏ ｓ ｋ ｉｏ ｎｎｙ ，
Ｍ ． Ｖ

，Ｄａｗｓ ｏ ｎ
，

Ｔ．Ｍ ．

，
Ｄａｗｓ ｏ ｎ

，
ＶＬ ．

，
Ｅ ｌ

－Ｄｅ ｉ ｒｙ，
Ｗ． Ｓ ．

， 
Ｆｕ ｌｄ ａ

，Ｓ ．

，Ｇｏ ｔｔ ｌ ｉｅｂ
，
Ｅ ．

？
Ｇｒｅｅｎ

， 
Ｄ ．Ｒ ．

， 
Ｈｅ ｎｇａ ｒｔｎｅ ｒ

， 
Ｍ ．Ｏ ．

，
Ｋｅ

ｐｐ ，

０ ．

，Ｋｎ ｉｇｈ ｔ
， 
Ｒ．Ａ ．

， 
Ｋｕｍａ ｒ

，Ｓ ．

，Ｌ ｉ

ｐ ｔｏｎ
， 
Ｓ ．Ａ ．

，
Ｌｕ

， 
Ｘ．

， 
Ｍ ａｄｅｏ

， 
Ｆ．

ａ
Ｍａ ｌｏｍ ｉ

，
Ｗ ．

５ 
Ｍｅｈ ｌｅｎ

， 
Ｐ ．

， 
Ｎｕｎｅ ｚ

，Ｇ ，

Ｐｅｔｅｒ
， 
Ｍ ． Ｅ ．

，Ｐ ｉａｃｅｎ ｔ ｉｎ ｉ
，
Ｍ ．

９
Ｒｕｂ ｉｎ ｓ ｚｔｅ ｉｎ

，
Ｄ ． Ｃ ．

，Ｓｈ ｉ
，Ｙ．

，
Ｓ ｉｍｏｎ

，Ｈ．Ｕ ．

，
Ｖａｎｄｅｎａｂｅｅ ｌｅ

，
Ｐ．

ｓ
Ｗ ｈ ｉｔ ｅ

，
Ｅ ．

，

Ｙｕ ａｎ
，Ｊ ．

，Ｚｈ ｉｖｏｔｏｖｓ ｋｙ，Ｂ ．

ｓＭ ｅ ｌ ｉｎｏ
，Ｇ ，Ｋｒｏｅｍｅ ｒ

，Ｇ ｓ２０ １ ２ ．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ｄｅｆｉｎ ｉｔ ｉｏｎ ｓｏ ｆｃｅ ｌ ｌｄ ｅａｔｈ

ｓ ｕ ｂ ｒｏｕ ｔ ｉｎｅ ｓ ：ｒｅｃｏｍｍｅｎ ｄａｔ ｉｏｎ ｓｏｆ  ｔｈ ｅＮｏｍｅｎｃ ｌａｔｕ ｒｅＣｏ ｍｍ ｉｔｔｅｅｏｎ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２０ １ ２ ．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

ａｎ ｄ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ａｔ ｉｏ ｎ １ ９
，１ ０７－

１ ２０ ．

Ｇａ ｒｃ ｉａ
－Ｐａ ｒａｍ ｉｏ

，
Ｐ．

，
Ｃａｂ ｒｅ ｒ ｉ ｚｏ

，
Ｙ．

ｓ
Ｂｏ ｍａ ｎ ｃ ｉｎ

，
Ｆ ．

，Ｐａ ｒｋｅ ｒ
，Ｐ．Ｊ ．

，１ ９９８ ．Ｔｈ ｅｂ ｒｏａｄｓ ｐｅｃ
ｉｆｉｃ ｉｔｙｏ

ｆ ｄｏｍ ｉｎ ａｎ ｔ

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 ｒｙｐ
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 ｅＣｍｕ ｔａｎ ｔ ｓ ｉｎ ｆｅ ｒ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ｅｐ

ｉｎ
ｐｈｏ ｓ

ｐ
ｈｏ ｒｙ

ｌａｔ ｉｏｎ ．ＴｈｅＢ ｉｏ ｃｈｅｍ ｉｃａ ｌ

ｊ
ｏｕ ｒｎａ ｌ３３３（ 

Ｐｔ３
） ，

６３ １
－

６３６ ．

Ｇ ｉ ｌｂｅｒｔ
，
Ｌ ． Ｉ ．

， 
２ ０ ０４ ． Ｈａ ｌ ｌｏｗｅｅｎ

ｇ ｅｎｅｓｅｎ ｃｏ ｄ ｅＰ４５０ｅｎ ｚｙｍｅｓｔｈ ａｔ ｍｅｄ ｉａ ｔｅ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 ｏ ｒｍｏｎ ｅｂ ｉｏ ｓｙｎｔｈ ｅｓ ｉｓ

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． Ｍｏ ｌＱｃｕｈｒ ａｎ ｄ Ｃｅ ｌ ｌｕｈｒＥｎｄ ｏｃｒｉｎ ｏ ｌｏｇｙ
２ １ ５

，１
－

１ ０ ．

Ｇ ｉ ｌｂｅｒｔ
，Ｌ Ｌ

，％ ｂ ｃ ｚｙ
ｎ ｓｋｉ

，Ｒ ．

，Ｗａ ｒｒｅ ｎ
，Ｊ ．Ｔ ．

，２０ ０ ２ ．Ｃｏｎ ｔ ｒｏ ｌａｎｄ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ｃａ ｌｎ ａ ｔｕ ｒｅｏｆｔｈ ｅ

ｅｃｄｙ 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ｏｇｅｎ ｉｃ
ｐ
ａｔｈｗａｙ ． Ａｎｎｕａ ｌ ｒｅｖ ｉｅｗｏ ｆ ｅｎ ｔｏｍｏ ｌｏｇｙ

４７
，８ ８３

－

９ １ ６ ．

Ｇ ｉ ｌｂ ｅ ｒｔ
，
Ｌ ． Ｉ ．

，Ｓｏ ｎｇ ， Ｑ ．

５
Ｉ＾ｂ ｃｚ

ｙ
ｎ ｓ ｋｉ

，
Ｒ ．

，
１ ９９７ ．Ｃｏ ｎｔｒｏ ｌ ｏ ｆ ｅｅｄｙ ｓ ｔ ｅｒｏ ｉｄｏｇ ｅｎ ｅｓ ｉｓ ： 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ａ ｎ ｄ ｉｎｈ ｉｂ ｉｔ ｉｏ ｎ

ｏ ｆ ｐ
ｒｏ ｔｈ ｏ ｒａｃ ｉｃ

ｇ ｌａｎ ｄ ａｃｔ ｉｖ ｉｔｙ ．Ｉｎｖｅｒｔｅｂ ｒａｔｅ ｎ ｅｕｒｏ ｓ ｃ ｉｅｎ ｃ ｅ ：ＩＮ ３
，
２０５ －２ １ ６ ．

７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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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ｏｎｇ ， 
Ｊ ．

， 
Ｙａｏ

，
Ｙ．

，
Ｚｈａｎｇ ， 

Ｐ ．

， 
Ｕｄａｙ ａｓｕ ｒｙａｎ ， 

Ｂ ．

，
Ｋｏｍ ｉｓ ｓ ａｒｏｖａ

， 
Ｅ ． Ｖ

，Ｃｈ ｅｎ ？ 

Ｊ ．

ｓＳ ｉｖａｒａｍａｋｒ ｉｓｈｎａｎ
， 
Ｓ ．

，
＼＾ｎ

Ｅｙｋ ，
Ｊ ． Ｅ ．

，
Ｓｔｅ ｉｎｂ ｅｒｇ ，

Ｓ ． Ｆ．

，２０ １ ５ ． ＴｈｅＣ２Ｄｏｍａ ｉｎａｎｄＡ ｌｔｅ ｒｅｄＡＴＰ－Ｂ ｉｎｄ ｉｎｇ
Ｌｏｏｐ

Ｐｈｏ ｓｐｈｏ ｒｙ ｌａｔｉｏ ｎ

ａｔＳｅ ｒ
（
３
）（
５

）（
９
）Ｍｅｄ ｉ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ｄｏｘ－Ｄｅｐｅｎ

ｄｅｎ ｔＩｎｃｒｅａ ｓ ｅ ｉｎＰｒｏ ｔｅ ｉｎＫｉｎ ａｓ ｅＣ－ｄｅ ｌｔａＡ ｃｔ ｉｖ ｉｔｙ
．

Ｍｏ ｌｅ ｃｕ ｌａｒａｎｄｃｅ ｌｌ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 ｇｙ
３ ５

，１ ７２７－

１ ７４０ ．

Ｇｏ ｒｅ ｌ ｉｃｋ－Ｆｅ ｌｄｍａｎ
，
Ｊ ．

ｓ
Ｃｏｈ ｉｃ ｋ

，
Ｗ．

，
Ｒａｓｋｉｎ

，
Ｉ ．

，
２０ １０ ． Ｅｃｄｙ ｓ ｔｅｒｏ ｉｄ ｓｅ ｌ ｉｃ ｉｔ ａｒａｐ ｉｄＣａ

２ ＋
ｆｌｕ ｘ  ｌｅａｄ ｉｎｇ 

ｔｏＡｋｔ

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 ｃｒｅａｓ ｅｄ
ｐ
ｒｏ ｔｅ 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 ｉ ｓ  ｉｎ ｓｋｅ ｌｅｔａ ｌ ｍｕ ｓ ｃ ｌｅｃｅ ｌｌｓ ．Ｓｔｅ ｒｏ ｉｄ ｓ ７５

，６３２
－６３７ ．

Ｇｒｅｂｅ
， 
Ｍ．

，
Ｆａｕ ｔｈ

， 
Ｔ ．

，
Ｓ
ｐ

ｉｎｄ ｉｅ ｒ
－Ｂａｒｔｈ

， 
Ｍ．

，
２０ ０４．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ｏｆ  ｌ ｉｇａｎ ｄ ｂ ｉｎｄ ｉｎｇ 

ｔｏ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 ｍｅ ｌａｎ ｏｇａｓｔｅ ｒ

ｅｃｄｙ ｓ ｔｅ ｒｏ ｉｄ ｒｅｃｅ
ｐ ｔｏｒ． Ｉｎ ｓ ｅｃｔ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ａｎｄ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３４
，９８ １

－９８９ ．

Ｇｒｕｓ ｚｃ ｚｙｎ ｓｋａ－Ｂ ｉｅｇａ ｌａ
，Ｊ ．

，Ｐｏｍｏ ｒｓｋ ｉ
，
Ｐ

．

，Ｗ ｉｓｎ ｉｅｗｓ ｋａ
，Ｍ ． Ｂ ．

，Ｋｕｍ ｉｃ ｋｉ
，Ｊ ．

，２０ １ １ ．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ｔ ｉａ ｌｒｏ ｌｅ ｓｆｏ ｒ

ＳＴＩＭ １ａｎｄ ＳＴ ＩＭ２ ｉｎｓ ｔｏ ｒｅ
－ｏ

ｐｅｒａｔ
ｅ ｄ 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ｅｎ ｔ ｉｙ

ｉｎｒａｔ ｎｅｕ ｒｏｎ ｓ ． Ｐｌｏ Ｓｏｎ ｅ ６
，
ｅ ！ ９２８５ ．

Ｈｅ
？Ｈ．Ｊ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Ｑ ．

？Ｚｈ ｅｎｇ ，Ｗ ．Ｗ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Ｊ ．Ｘ ．

，Ｓｏｎｇ ，Ｑ ． Ｓ ．

，Ｚｈａｏ ，Ｘ ．Ｆ．

，２０ １ ０ ．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ｏｆｎｕ ｃ ｌｅａｒ

ｔｒａｎ ｓ ｐｏ ｒｔｆａｃｔｏ ｒ２ａｎｄＲａｎ ｉｎｔｈｅ２０Ｅｓ ｉ

ｇｎ ａ
ｌｔｒａｎ ｓ ｄｕｃｔ 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ｂｏ ｉｌｗｏ ｒｍ

，

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．ＢＭＣ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１ １
， １ ．

Ｈｅｎｒｉｃｈ
，Ｖ．Ｃ ．

， 
Ｓ ｌ ｉｔｅｒ

， 
Ｔ． Ｊ ．

，
Ｌｕｂａｈｎ

， 
Ｄ ．Ｂ ．

， 
Ｍａｃ Ｉｎｔｙ ｒｅ

，
Ａ ．

，Ｇ ｉ ｌｂｅｒｔ
，
Ｌ ． Ｉ ．

，１ ９９ ０ ．Ａ ｓ ｔｅ ｒｏ ｉｄ ／ｔｈｙ ｒｏ ｉｄｈ ｏ ｒｍｏｎｅ

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ｓｕ
ｐ
ｅ ｒｆｅｍ ｉ ｌｙ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ｍｅ 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ｔｈａｔｓ ｈａｒｅｓｅｘｔｅｎ ｓ ｉｖｅｓ ｅｑｕｅｎｃｅ

ｓ 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ｗ ｉｔｈａ ｍａｍｉｍ ｌ ｉａｎｈ ｏｎｒｏ ｌｏｇ
ｕｅ ． Ｎｕ ｃ ｌｅ ｉｃａｃ ｉｄ ｓ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１ ８

，４ １４３
－４ １ ４ ８ ．

Ｈｏ ｍｅｍ
，Ｃ ．Ｃ ．

，Ｓｔｅ ｉｎ ｍａｎｎ
，Ｖ ，Ｂｕ ｒｋａｒｄ

，
Ｔ．Ｒ．

， 
Ｊａ ｉｓ

，
Ａ ．

，Ｅｓ ｔｅｒｂ ａｕｅ ｒ
，Ｈ ．

，Ｋｎｏ ｂ ｌ ｉｃｈ
，Ｊ ．Ａ ．

，
２０ １ ４ ．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

ａｎ ｄ ｍｅｄ ｉａｔｏｒ ｃｈ ａｎｇｅ ｅｎｅ ｒｇｙ
ｍ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ｔｏ ｔｅ ｒｍ ｉｎａｔｅ

ｐ ｒｏ ｌ ｉｆｅ 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ｎ ｅｕｒａ ｌ ｓ ｔｅｍ ｃｅ ｌ ｌｓ ．

Ｃｅｌ ｌ１ ５８
，８７４

－８８ ８ ．

Ｈｏｍ ｅｒ
，
Ｍ ．Ａ ．

，Ｃｈｅｎ ，
Ｔ ．

， 
Ｔｈｕｍｍｅ ｌ

，Ｃ ．Ｓ ．

３１ ９９ ５ ．Ｅｃｄｙ 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ＤＮＡ ｂ ｉｎｄ ｉｎｇｐ ｒｏ
ｐ
ｅ ｒｔ ｉｅ ｓｏ ｆ

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ｎｕ ｃ ｌｅ ａｒｈｏ ｒｍｏｎｅｒｅｃ ｅ
ｐ
ｔｏ ｒｓ ｕｐ ｅｒｆａｍ ｉｌｙｍｅｍｂ ｅｍ 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１ ６ ８

，

４９０－

５０２ ．

Ｈｏ ｓ ｓ ａ ｉｎ
，Ｍ． Ｓ ．

，Ｌ ｉｕ
ｓＹ．

ｓＺｈｏｕ ，Ｓ ．

，Ｌ ｉ
，Ｋ ．

，Ｔ ｉａｎ
，Ｌ ．

ｓＬ ｉ
，Ｓ ．

，２ ０ １ ３ ，２ ０ －Ｈｙ
ｄ ｒｏ＾ ｅｃｄｙｓ ｏｎｅ

－

ｉｎｄｕｃｅｄ

ｔｒａｎ ｓ ｃｒｉｐ ｔ ｉｏｎａ ｌ ａｃｔ ｉｖ ｉｔｙ
ｏｆ Ｆｏ ｘＯｕｐ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 ｓｂ ｒｕｍｍｅ ｒ ａｎ ｄａｃ ｉｄｌｉｐａｓ ｅ

－

１ａｎｄ
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ｓ ｄ ｉ

ｐ ｏ ｌｙ ｓ ｉ ｓ ｉｎ

Ｂｏｍｂｙｘ ｆａｔｂ ｏ ｄｙ ． Ｉｎｓ ｅｃｔ ｂ ｉｏ ｃｈｅｍｉｓ ｔ ｒｙ
ａｎ ｄ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４３
，
８２９ －

８３ ８ ． ＇

Ｈｏ ｕ
，
Ｌ ．

，Ｃａ ｉ
，
Ｍ．Ｊ ．

，Ｌ ｉｕ
，
Ｗ．

，Ｓｏｎｇ ， Ｑ ．

， 
Ｚｈａｏ

，
Ｘ ． Ｆ ．

； 
２ ０ １ ２ａ ．Ｓｍａ ｌ ｌＧＴＰａｓ ｅＲａｂ４ｂ

ｐａｒｔ ｉｃ ｉｐａ ｔｅｓ ｉｎ  ｔｈｅ
ｇ ｅｎ

ｅ

ｔｒａｎ ｓ ｃｒｉｐ ｔ ｉｏｎｏｆ２０ －ｈｙｄ ｒｏ吟 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ａｎ ｄ ｉｎ ｓｕ ｌ ｉｎｐａｔｈｗａｙ ｓｔｏ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ｇ ｌｙ ｃｏｇ ｅｎ ｌ ｅｖｅ ｌａｎｄ

ｍｅｔａｍｏ ｒｐｈｏ ｓ ｉ ｓ ．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３ ７ １

，１ ３ －２２ ．

Ｈｏｕ
，
Ｘ ．

，Ｐｅｄ ｉ
，
Ｌ ．

，Ｄ ｉｖｅ ｒ
，
Ｍ ．Ｍ．

，Ｌｏ ｎｇ ，
Ｓ ． Ｂ ．

，２０ １ ２ｂ ．Ｃｒｙ ｓ ｔａ ｌｓ 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ｅｏｆ ｔｈ ｅｃ ａ ｌｃ ｉｕｍ ｒｅｌｅａ ｓ ｅ
－

ａｃ ｔ ｉｖａｔｅｄ

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 ｌ Ｏｒａ ｉ ．Ｓｃ ｉｅｎ ｃｅ３３ ８
，１ ３０ ８ －

１ ３ １ ３ ．

Ｈｕ ｎｐｈｒｉｅｓ
， 
Ｍ ． Ｊ ．

，Ｌ ｉｍｅｓ ａｎｄ
，
Ｋ ．Ｈ ．

，Ｓｃｈｎ ｅ ｉｄｅ ｒ
，
Ｊ ． Ｃ

，Ｎａｋａｙ ａｍａ
，Ｋ ． Ｉ ．

，
Ａｎ ｄ ｅ ｒｓ ｏｎ

，Ｓ ．Ｍ ．

，Ｒｅｙ ｌａｎｄ
， 
Ｍ ． Ｅ ．

，

２０ ０ ６ ．Ｓｕｐｐ ｒｅｓ ｓ ｉｏ ｎｏｆ ａｐｏ ｐ
ｔｏｓ ｉｓ ｉｎｔｈ ｅ
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ｉｎ ａ ｓ ｅＣｄｅ ｌ ｔａｎｕ ｌｌｍｏｕ ｓ ｅ ｉｎｖ ｉｖｏ ．ＴｈｅＪ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

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ｈｅｍ ｉｓ ｔ ｒｙ
２８ １

，９７２８
－９７３ ７ ．

Ｈｕｎｙ ａｄ ｉ
，Ａ ．

，
Ｈｅ ｒｋｅ

，Ｉ ．

ｓＬｅｎｇｙ ｅ ｌ
，Ｋ ．

ｓＢａｔｈｏ ｒｉ

，
Ｍ ．

，Ｋｅ ｌｅ
，
Ｚ ．

，Ｓ ｉｍｏｎ
，Ａ ．

，Ｔｏ ｔｈ
，Ｇ ，

Ｓ ｚｅｎｄｒｅ ｉ
，Ｋ ．

，２０ １ ６ ．

Ｅｃｄｙ ｓ ｔｅｒｏ ｉｄ －

ｃｏｎｔａ ｉｎ ｉｎｇｆｏｏｄｓ ｕｐｐ ｌｅｍｅｎ ｔ ｓｆｒｏｍＣｙ ａｎｏ ｔ ｉ ｓａ ｒａｃｈｎ ｏ ｉｄｅａｏｎｔｈｅＥｕ ｒｏｐ ｅａｎｍａ ｒｋｅ ｔ ：

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 ｒ ｓ ｐ
ｉｎ ａｃｈ

ｐ ｒｏｄｕ ｃｔ ｃｏｕｎ ｔｅｒｆｅ ｉｔ ｉｎ ｇ ． Ｓｃ ｉｅｎ ｔ ｉｆｉｃｒｅ
ｐ
ｏ ｒｔ ｓ ６

，
３７３２２ ．

Ｉｇａ ，Ｍ ．

，Ｉｗａｍ ｉ
，Ｍ．

，Ｓａｋｕ ｒａ ｉ

，Ｓ ．

，２０ ０７ ．Ｎｏｎｇｅｎ ｏｍ ｉｃａｃｔ ｉｏｎｏｆａｎ ｉｎｓ ｅｃｔ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 ｏｒｍｏｎ ｅ ｉｎ

ｓ ｔｅｒｏ ｉｄ
－

ｉｎｄｕｃｅｄ
ｐ

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ｄｃ ｅ ｌｌ ｄ ｅａｔｈ ．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ａｎｄ ｃｅ ｌｌｕ ｌａｒｅｎｄｏ ｃｒｉｎ ｏ ｌｏｇｙ
２６３

，１ ８
－２８ ．

Ｉｇａ ，Ｍ ．

；Ｍａｎａｂｏｏｎ
，Ｍ．

，Ｍａｔｓｕ ｉ
，Ｈ ．

，Ｓａｋｕｒａ ｉ

，Ｓ ．

，２０ １ ０ ．Ｃａ
２ ＋

－ＰＫ Ｃ －

ｃａｓｐａ ｓ ｅ３
－

ｌ ｉｋｅｐ ｒｏ ｔｅａｓ ｅｐａｔｈｗａｙ

ｍｅｄ ｉａｔｅｓＤＮＡａｎｄｎｕ ｃ ｌｅａｒｆｒａｇｍｅｎ ｔ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ｅｃｄ
ｙｓ ｔ ｅｒｏ ｉｄ －

ｉｎｄｕｃｅｄｐ ｒｏｇｒａｔｍｉ＾ｄｃｅ ｌ ｌｄ ｅａｔｈ ．

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ａｎｄｃｅ ｌｌｕ ｌａｒｅｎｄｏ ｃｒｉｎ ｏ ｌｏｇｙ 

３２ １
，１ ４６－

１ ５ １ ．

Ｊ ｉｎｇ ，ＹＰ ．

ＳＬ ｉｕ
，Ｗ．

，Ｗａｎｇ ？
Ｊ ．Ｘ ．

，Ｚｈａｏ ，Ｘ ． Ｆ．

，２０ １ ５ ．Ｔｈ ｅ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 ｎｅ２ ０ －ｈ
ｙ
ｄｒｏ

＾ｅｃｄｙ ｓｏ ｎｅｖ ｉａ

ｎｏｎｇａｉｏｍｉｃｐ ａｔｈｗａｙａｃｔｉｖ ａｔｅ ｓＣａ
２＋

／ｃａ Ｉｎｉｏ ｄｕ ｌ ｉｎ－ｄｅｐ ｅｎｄ ｅｎｔ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ｋｉｎａｓ ｅＩ Ｉｔｏ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ｅｇｅｎ ｅ

ｅｇ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．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ｃｈｅｉｒｕｓ ｔｒｙ
２９０

，８４６９
－

８４８ １ ．

７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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Ｊ ｉｎｇ ，ＹＲ ，Ｗａｎｇ ，Ｄ ．

ｓＨａｎ
，Ｘ ．Ｌ ．

，Ｄｏｎｇ ，Ｄ ．Ｊ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Ｊ ．Ｘ ．

，Ｚｈ ａｏ
，Ｘ．Ｆ ．

，２０ １ ６ ．ＴｈｅＳｔｅ 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ｎ ｅ

２０ －Ｈｙｄｒｏ ＞＾ｅｃｄｙ ｓ ｏｎ ｅ Ｃｈａｎ ｃｅｓＧｅｎｅ Ｔｒａｎ ｓ ｃｒｉｐ ｔ 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ＡＭＰ Ｒｅ ｓ ｐｏｎｓ ｅ
Ｅ ｌｅｍｅｎｔ

－ｂ ｉｎｄ ｉｎｇ

Ｐｒｏ ｔｅ ｉｎ
（
ＣＲＥＢ

）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
Ｐａｔｈｗａｙ ．Ｔｈｅ Ｊｏ ｕｒｎａ ｌ ｏｆ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ｈｅｍｉｓ ｔ ｒｙ

２９ １
，１２７７ １

－

１ ２７ ８５ ．

Ｊｕｎｇｅ ｒ
， 
Ｍ ．Ａ ．

，Ｒｉｎｔｅ ｌｅｎ
，
Ｆ．

，Ｓｔｏｃｋｅ ｒ
，Ｈ ．

ｓ
Ｗａ ｓ ｓ ｅ ｒｍａｎ

， 
Ｊ ．Ｄ ．

，Ｖｅｇｈ ，
Ｍ．

，
Ｒａｄ ｉｍｅ ｒｓ ｋｉ

， 
Ｔ ．

，Ｇｒｅｅｎ ｂｅ ｉｇ ， 
Ｍ．Ｅ ．

，

Ｈａｆｅｎ
，Ｅ．

，２００３ ．Ｔｈ ｅ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ｆｏ ｒｋｈｅａｄ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ｐ ｔ ｉｏｎｆａｃ ｔｏ ｒＦＯＸＯｍｅｄ ｉ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ｉｎ

ｃｅ ｌ ｌｎ ｕ ｒｒｆｊ ｅｒ ａｓ ｓ ｏ ｃ ｉａｔｅｄ ｗ ｉｔｈｒｅｄ ｕｃｅｄ  ｉｎ ｓ ｕ ｌｉｎｓ 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 ．Ｊｏ ｕｒｎ ａ ｌ ｏｆ 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２

，
２０ ．

Ｋａｋｅ ｉ
， Ｍ ．

ｓ 
Ｉｗａｍ ｉ

， 
Ｍ ．

， 
Ｓａｋｕ ｒａ ｉ

，Ｓ ．

，
２００５ ．Ｄｅａｔｈ ｃｏｍｍ ｉ ｔｍｅｎ 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ｒ ｉｏ ｒ ｓ ｉ ｌｋ

ｇ 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 ｅ ｓ ｉ ｌｋｗｏ ｒｍ
，

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 ．Ｊｏ 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ｉｎ ｓ ｅｃ ｔ
ｐ
ｈｙ ｓ ｉｏ ｌｏｇｙ 

５ １
，１ ７

－２５ ．

Ｋａｔａ ｏ ｋａ
，
Ｈ ．

ｓ
Ｎａｇａｓ ａｗａ

，
Ｈ ．

，
Ｉｓ ｏｇａ ｉ

，
Ａ ．

，
Ｉｓ ｈ ｉｚａ ｋ ｉ

，
Ｈ ．

，Ｓｕ ｚｕｋ ｉ

，
Ａ ．

，１ ９ ９ １ ．Ｐｒｏ ｔｈｏ ｒａｃ ｉｃｏ ｔ ｒｏｐ
ｉｃＨｏ ｒｍｏｎ ｅＯｆ

ｔｈ ｅＳ ｉ ｌｋｗｏ ｒｍ
，Ｂｏｍｂｙｘ

－Ｍｏｒｉ－

Ａｍ ｉｎｏ －Ａｃ ｉｄ － Ｓｅｑ
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ｍｅ ｒ ｉｃＳ ｔ ｒｕｃｔｕ ｒｅ ．Ａｇ ｒＢ ｉｏ ｌＣｈｅｍ

Ｔｏｋｙ ｏ５５
，７３

－

８６ ．

Ｋｏ ｅ ｌ ｌｅ
，Ｍ ．Ｒ．

，Ｓｅｇｒａ
ｖ ｅｓ

，Ｗ．Ａ ．

，Ｈｏｇｎ ｅｓｓ ，
Ｄ ． Ｓ ．

， １ ９９２ ．ＤＨＲ３ ：ａ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ｓ ｔｅ ｒｏ ｉｄ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ｈｏｍｏ ｌｏｇ
．

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 ｅ 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 Ａｃａｄｅｎ＾
ｏｆ Ｓｃ ｉｅｎ ｃｅｓ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ｏ 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８９

，
６ １ ６７ －６ １ ７ １ ．

Ｋｏ ｎ ｉｓ ｈ ｉ

，Ｈ ．

，
Ｙａｍａｕ ｃｈ ｉ

，
Ｅ ＿

，
Ｔａｎ ｉｇｕｃｈ ｉ

，Ｈ ．

，
Ｙａｍａｍｏ ｔｏ

，Ｔ ．

，
Ｍ ａｔ ｓ ｕｚａｋ ｉ

，

Ｈ
”
Ｔａ ｋｅｍｕ ｒａ

，
Ｙ
”Ｏｈｍａｅ

，

Ｋ ，

，

Ｋ ｉｋｋａｗａ
，
Ｕ ，

， 
Ｎ ｉｓ ｈ ｉｚｕｋａ

，
Ｙ．

ｓ２０ ０ １ ．Ｐｈｏ ｓ ｐ
ｈｏ ｒ

ｙ
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ｉ ｔ ｅｓｏｆ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 ｅ Ｃｄ ｅ ｌｔａ ｉｎＨ ２〇２

－

ｔ ｒｅａｔｅｄ

ｃｅ ｌ ｌｓａｎｄ ｉｔｓａｃ ｔ ｉｖａｔ ｉｏ ｎｂｙｔｙ ｒｏｓ ｉｎ ｅｋｉｎ ａ ｓ ｅ ｉｎｖ ｉｔ ｒｏ ．Ｐ ｒｏ ｃｅ ｅｄ ｉｎｇ ｓｏ ｆ ｔｈ 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 ｃａｄ ｅ ｒｒｙｏｆ

Ｓｃ ｉｅｎ ｃｅ ｓｏ ｆ ｔｈ ｅＵｎ ｉ ｔｅｄＳｌａｔｅ ｓ ｏ 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９８
，
６５ ８７

－

６５９２ ．

Ｋｏｎ ｏｐ ｏ ｖａ ， 
Ｂ ．

， 
Ｊ ｉｎｄ ｒａ

，Ｍ ．

，
２ ００ ８ ．Ｂｒｏａｄ

－

ｃｏｍｐ ｌｅ ｘ ａｃ ｔｓｄｏｗｎ ｓ ｔ ｒｅａｍ ｏ ｆＭｅｔ ｉｎ
 ｊ
ｕｖ ｅｎ ｉｌｅ ｈｏ ｒｍｏｎ ｅ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ｎ

ｇ

ｔｏｃｏｏ ｒｄ ｉｎａ ｔｅ
ｐ
ｒｉｍ ｉ ｔ ｉｖ ｅＨｏ ｌｏｍｅ ｔａｂｏ ｉａｎｍｅ ｔａｍｏ ｒ

ｐ
ｈｏ ｓ ｉｓ ． 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１ ３５

，５５９
－５６８ ．

Ｋｏ ｐ ｅｃ ，
Ｓ ．

，１ ９２２ ．Ｓｔｕ ｄ ｉｅｓｏｎｔｈ ｅｎ ｅｃｅｓｓ ｉ ｔｙ
ｏｆ ｔｈｅｂ ｒａ ｉｎｆｏ ｒ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ｐ ｔ ｉｏｎｏ ｆ  ｉｎ ｓ ｅｃｔｍｅｔａｍｏ ｒ

ｐ
ｈｏ ｓ ｉ ｓ ．Ｂ ｉｏ ｌ

Ｂｕ ｌ ｌ
－Ｕｓ４２

，
３２３

－

３４２ ．

Ｋｏｙ ａｍａ
，Ｔ ．

，Ｒｏｄｒ ｉｇｕ ｅｓ
，Ｍ ．Ａ ．

，Ａ ｔｈ ａｎ ａｓ ｉａｄ ｉｓ
，Ａ ．

，Ｓｈ ｉｎｇ ｌｅ ｔｏ ｎ
，Ａ ．Ｗ ．

，Ｍ ｉ ｒｔｈ
，Ｃ ． Ｋ ．

，２０ １ ４ ．Ｎｕ ｔｒ ｉｔ ｉｏｎａ ｌ

ｃｏ ｎ ｔｒｏ ｌ ｏｆ ｂｏｄｙ 

ｓ ｉｚｅ ｔｈ ｒｏ ｕｇｈ ＦｏｘＯ－Ｕ ｌｔ ｒａｓ ｐ ｉｒａｃｌｅ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ｅｃｄｙｓ ｏ ｎ ｅ ｂ ｉｏ ｓｙ ｎ ｔｈｅｓ ｉｓ ， ｅ ｌｉｆｅ３ ．

Ｋｒｕ ｐｎ ｉｃｋ
，

Ｊ ． Ｇ
，Ｂｅｎｏｖ ｉｃ

，Ｊ ． Ｌ ．

Ｓ１ ９９ ８ ．Ｔｈ ｅｒｏ ｌｅｏ ｆｒｅｃｅｐ
ｔ ｏ ｒｋ ｉｎ ａ ｓ ｅ ｓａｎｄａｒｒｅｓ ｔ ｉｎｓ ｉｎＧ

ｐ
ｒｏ ｔｅ ｉｎ －

ｃｏｕｐ
ｌｅｄ

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． Ａｎ ｎｕａ ｌ ｒｅｖ ｉｅｗｏ ｆ
ｐ ｈ ａｒｍａｃｏ ｌｏｇｙ 

ａｎ ｄ ｔｏｘｉｃｏ ｌｏｇｙ３
８

，
２８９－

３ １９ ．

Ｋｕｈ ｒ
，ＲＫ ．

，Ｓｍ ｉ ｔｈ
，
Ｋ ．Ａ ．

，Ｓｏｎｇ ，Ｍ ．Ｙ
，Ｌｅｖ ｉ ｔａｎ

， Ｉ ．

，％ａｎ ．Ｊ ．Ｘ ．

，２ ０ １ ２ ．Ｎｅｗｍｅｃｈ ａｎ ｉｓ ｍｓｏ ｆ
ｐ
ｕ ｌｍｏｎａｒｙ

ａｒｔ ｅ ｒ ｉａ ｌｈｙｐ
ｅｒｔ ｅｎ ｓ ｉｏｎ ：ｒｏ ｌｅｏ ｆＣａ

（
２

） （
＋

）ｓ ｉｇｎ ａ ｌ ｉｎ ｇ ．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ｊ
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

ｐｈｙ ｓ ｉｏ ｌｏｇｙ ．Ｈｅａ ｒｔａｎｄ

ｃ ｉ ｒｃ ｕ ｌａ ｔｏ ｉｙｐ
ｈ
ｙ ｓ ｉｏ ｌｏｇｙ 

３０２
，Ｈ １ ５４６－

１ ５６２ ．

Ｌａｎ
，Ｑ ．

，Ｈ ｉｒｕｍａ
，Ｋ ．

，Ｈｕ
，Ｘ ．

ｓ
Ｊ ｉｎｄｒａ

，
Ｍ ．

，Ｒ ｉｄｄ ｉｆｏｒｄ
，Ｌ ．Ｍ ．

，１ ９９９ ．Ａ 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ｄ ｅ ｌａｙ ｅ
ｄ －

ｅａ ｒ ｉｙｇｅｎｅ

ｅｎ ｃｏｄ ｉｎｇ
ＭＨＲ３ｂｙ 

ｔｈｅ ｅｃｄｙｓ ｏｎｅ 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 ｈｅｔｅｒｏｄ ｉｍｅ ｒ ＥｃＲ－Ｂ ｌ
－Ｕ ＳＰ－

１ｂ ｕ ｔ ｎｏ ｔ ｂｙ
ＥｃＲ－Ｂ ｌ

－ＵＳ Ｐ－ ２ ．

Ｍ 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ａｎｄ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１ ９
，４８９７

－４９０ ６ ，

Ｌｅ ｉｔｇｅｓ ，
Ｍ ．

，
Ｍ ａｙ ｒ

，Ｍ ．

，Ｂ ｒａ ｕｎ
， 
Ｕ．

， 
Ｍ ａｙ ｒ

，ＬＴ ．

，Ｌ ｉ
，Ｃ ．

，
Ｐ ｆｉｓ ｔｅ ｒ

，Ｇ ，Ｇｉ ａ ｆｆａ ｒ ｉ

－Ｔａｂ ｒ ｉ ｚ ｉ
，
Ｎ ．

，Ｂａ ｉｅ ｒ
，Ｇ ，

Ｈｕ
，
Ｙ

，

Ｘｕ
，Ｑ ．

，２００ １ ．Ｅｘａｃ ｅ ｒｂ ａｔｅｄｖｅ ｉｎｇｒａ ｆｔａ ｒｔｅｒｉｏ ｓ ｃ ｌｅｒｏ ｓ ｉ ｓ ｉｎ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 ａｓ ｅＣｄｅ ｌｔａ
－ｎｕ ｌ ｌｍ ｉｃｅ ．Ｔｈｅ

Ｊｏ ｕｒｎ ａ ｌ ｏ ｆｃ ｌ ｉｎ ｉｃａ ｌ ｉｎｖｅｓ ｔ ｉｇａｔ ｉｏｎ１０８
，１ ５０５ －

１ ５ １ ２ ．

Ｌｅｖ ｅ ｒｒｉｅ ｒ
，Ｓ ．

，
Ｖｋ ｌ ｉｅｎ ｔ ｉｎ

，Ａ ．

，Ｊｏ ｕｂｅｒｔ
，Ｄ ．

，２０ ０２ ．Ｐｏ ｓ ｉｔ ｉｖ ｅｆｅｅｄｂ ａｃｋｏｆ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 ａ ｓ ｅＣｐ

ｒｏ ｔｅｏ ｌｙｔ ｉｃ

ａｃ ｔ ｉｖ ａ ｔ ｉｏ ｎｄｕｒｉｎｇ 
ａｐ

ｏ
ｐ ｔｏ ｓ ｉ ｓ ． Ｔｈｅ Ｂ ｉｏ ｃｈ ｅｍ ｉｃａ ｌ

ｊｏ ｕｒｎ ａ ｌ ３６８
，９０５

－

９ １ ３ ．

Ｌｅｗ ｉ ｓ
，Ｒ ． Ｓ ．

，２０ １ １ ．Ｓｔ ｏｒｅ
－

ｏｐｅ ｒａｔｅｄ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 ｌｓ ：ｎ ｅｗ
ｐ

ｅｒｓ ｐ
ｅ ｃｔ ｉｖｅ ｓｏｎｍｅｃｈ ａｎ ｉｓ ｍ ａｎｄｆｕ ｎｃ ｔ ｉｏｎ ．

Ｃｏ ｌｄＳ
ｐ ｒｉｎ ｇ

Ｈａ ｒｂｏ ｒ
ｐ ｅ ｒｓ ｐｅｃｔ ｉｖ ｅｓ  ｉｎ 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３ ．

Ｌ ｉ

ｓＹ． Ｂ ．

，Ｌ ｉ

ｓ
Ｘ ．Ｒ ＊

，Ｙａｎｇ ，
Ｔ

．

ｓＷａｎｇ ｓ
Ｊ ．Ｘ ．

，
Ｚｈ ａｏ

，
Ｘ ．Ｆ．

，２０ １ ６ ．Ｔｈ ｅ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 ｏ ｒｍｏｎ ｅ２０
－

ｈｙｄ ｒｏ ｘｙ ｅｃｄｙ ｓｏｎ ｅ

ｐ ｒｏｍｏ ｔｅ ｓｓｗ ｉｔｃｈ ｉｎｇ
ｆｒｏｍ ａｕｔｏ

ｐ
ｈａｇｙ

ｔｏａｐ ｏｐｔｏｓ ｉｓｂｙ ｉｎ ｃ ｒｅ ａ ｓ ｉｎｇ
ｉｎｔｒａｃｅ ｌ ｌｕ ｌａ ｒ 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ｌｅｖｅ ｌｓ ．Ｉｎｓ ｅｃｔ

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ｓ ｔｒｙａｎ ｄ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 ｇｙ
７９

，７３
－ ８６ ．

Ｌ ｉ
，
Ｙ Ｂ ．

，

Ｐｅ ｉ
，Ｘ ． Ｙ

，

Ｗａｎｇ ，
Ｄ

”Ｃｈｅｎ
，
Ｃ ．Ｈ ．

，
Ｃａ ｉ

，
Ｍ．Ｊ 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

Ｊ ．Ｘ ．

，
Ｚｈａｏ

，Ｘ ．Ｒ
，

２０ １ ７．Ｔｈｅｓ ｔｅｒｏ ｉｄ

ｈｏ ｒｍｏｎｅ２０ －ｈｙｄ ｒｏ
＾ ｅｃｄｙ ｓｏ ｎ ｅ ｕ

ｐ
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ｒｅ ｌｅａｓ ｅ

－

ａｃ ｔ ｉｖａ ｔｅｄ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ｃｈａｎｎｅ ｌ ｍｏｄｕ ｌａ ｔｏ ｒ１

ｅｘ
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ｓ  ｉｎ ｔｈｅ ｍ ｉｄｇｕｔｏ ｆ Ｈｅ ｌ ｉｃｏｖｅ 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． Ｃｅ ｌ ｌｃａ ｌｃ ｉｕｍ ６８

，
２４－

３３ ．

８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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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 ｉｏｕ
，
Ｊ ．

，Ｆ ｉｖａｚ
，
Ｍ ．

，
Ｉｎｏｕｅ

，
Ｔ．

，Ｍｅｙｅ ｒ
，
Ｔ ．

，２０ ０７ ．Ｌ ｉｖｅ －ｃｅ ｌ ｌ ｉｍａｇ ｉｎｇｒｅｖｅａ ｌｓｓ ｅｑｕｅｎｔ ｉａ ｌｏ ｌ ｉｇｏｍｅｒｉｚａｔ ｉｏｎ

ａｎｄ ｌｏ ｃａ ｌ

ｐ
ｌａｓ ｍ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ｔａｒ

ｇｅｔ ｉｎｇ 
ｏｆ ｓ ｔｒｏｍ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ｅ１ａ ｆｔｅ ｒＣａ

２ ４
＊

ｓ ｔｏ ｒｅ ｄｅｐ ｌｅｔ ｉｏｎ ．

Ｐｒｏ 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ｃａｄ ｅｎ＾ｏｆ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 ｅ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 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 ０４
，

９３０ １
－９３０ ６ ．

Ｌ ｉｏｕ
， 
Ｊ ．

， 
Ｋ ｉｍ

， 
Ｍ． Ｌ ．

，Ｈｅｏ
，
Ｗ ．Ｄ ．

， 
Ｊｏｎｅ ｓ

， 
Ｊ ．Ｔ．

，Ｍｙｅｒｓ ，Ｊ ．Ｗ ．

， 
Ｆｅ ｒｒｅ ｌ ｌ

， 
Ｊ ． Ｅ ．

，Ｊｒ ．

，
Ｍ ｅｙ ｅｒ

， 
Ｔ．

；２０ ０ ５ ．ＳＴＩＭ ｉ ｓａ

Ｃａ
２＋

ｓ ｅｎｓ ｏ ｒｅｓ ｓｏｉ ｔ ｉａ ｌｆｏｒＣａ
２＋

－

ｓ 
ｔｏ ｒｅ －ｄｅｐ

ｌｅｔ ｉｏｎ －

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Ｃａ
２＋
 ｉｎ ｆｌｕ ｘ ．Ｃｕ ｉｒｅｎ ｔ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：ＣＢ １ ５

，

１２３５ －

１ ２４ １ ．

Ｌ ｉｕ
，Ｃ．Ｙ．

，Ｌ ｉｕ
，Ｗ．

，Ｚｈａｏ ，Ｗ．Ｌ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Ｊ ．Ｘ ．

，Ｚｈａｏ ，
Ｘ ．Ｆ．

，２０ １ ３ ．Ｕ
ｐ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 ｆ

ｐｒｏｄ ｅａｔｈｓ ｅｒｉｎｅ／ｔｈ ｒｅｏｎ ｉｎｅ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ｉｎａｓ ｅｆｏ ｒｐ ｒｏ
ｇ
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ｂｙｓ ｔｅ ｒｏ ｉｄｈ ｏ ｒｍｏｎｅ

２０
－

ｈｙｄ ｒｏ ｊ＾ 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 ． 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ｓ  ： 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 ｎａ ｌ

ｊ
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ｎ

ｐ
ｒｏｇ 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 １ ８

ｓ１ ７ １
－

１ ８７ ．

Ｌ ｉｕ
，Ｃ ．Ｙ．

，
Ｚｈ ａｏ

，
Ｗ．Ｌ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

Ｊ ．Ｘ．

，
Ｚｈａｏ

，
Ｘ ．Ｆ ．

，２０ １ ５ ａ ．Ｃｙ ｃ ｌ ｉｎ －ｄｅ
ｐ
ｅｎｄ ｅｎ ｔｋｉｎａ ｓ ｅｒｅｇｕ

ｌａｔｏ ｒｙ
ｓ ｕｂｕｎ ｉｔ１

ｐ ｒｏｍｏ ｔｅ ｓｃｅ ｌｌ

ｐ ｒｏ ｌ ｉｆ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ｂｙ 
ｉｎ ｓ ｕ ｌ ｉｎ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．Ｃｅ ｌ ｌｃｙ ｃ ｌｅ１ ４

，
３０４５ －

３０５ ７ ．

Ｌ ｉｕ
，
Ｐ．Ｃ 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

Ｊ ．Ｘ ．

，Ｓｏｎｇ ，Ｑ ．Ｓ ．

，Ｚｈａｏ ｓＸ ． Ｆ．

，２ ０ １ １ ．ＴＴｉｅ
ｐａ

ｒｔ ｉｃ ｉ

ｐ
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ａ ｌ

ｐ ｏｎ ｉｎ ｉｎ ｔｈ ｅｃ ｒｏ ｓ ｓｔａ ｌｋ

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－ｈｙｄ ｒｏ＾ ｅｃｄｙ ｓｏｎｅａｎｄ
ｊ
ｕｖｅｎ ｉ ｌｅｈｏ ｒｍｏｎｅｓ ｉ

ｇｎａ
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ｓｂｙｐｈｏ ｓｐ

ｈｏ ｉｙ ｌａｔ ｉｏｎ

ｖ ａｒｉａ ｔ ｉｏｎ ．Ｐ ｌｏＳｏｎｅ ６
，
ｅ ｌ ９７７６ ．

Ｌ ｉｕ
，Ｓ ．

，Ｌ ｉ
，Ｋ ．

，Ｇａｏ
，Ｙ ，Ｌ ｉｕ

，Ｘ ．

，Ｃｈ ｔｎ
，Ｗ．

，Ｇｅ
，Ｗ ．

ｓ
Ｆｅｎ ｇ ，Ｑ ．

，
Ｐａ ｌ ｌ ｉ

，Ｓ ．Ｒ
，Ｌ ｉ

，Ｓ ．

５２０ １ ８ ．Ａ ｎ ｔａｇｏｎ ｉｓ ｔ ｉｃ

ａｃｔ ｉｏ ｎ ｓｏ ｆｊ
ｕｖ ｅｎ ｉ ｌｅｈｏ ｒｍｏ ｎｅａｎｄ２０ －ｈｙ

ｄ ｒｏ ｅｃｄｙ ｓ ｏ ｎｅｗ 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ｒ ｉｎ ｇｇ ｌａｎ ｄｄｅ ｔｅ ｒｍ ｉｎ ｅ

ｄ ｅｖｅ ｌｏ
ｐｍｅｎ ｔａ ｌ  ｔ ｒａｎ ｓ ｉｔ ｉｏｎ ｓ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 ｈ ｉ ｌａ ， Ｐｒｏ ｃｅｅｄ ｉｎｇ ｓｏ ｆ ｔｈｅ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Ａｃａｄｅ ｒｒ＾

ｏ 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ｏ ｆ ｔｈ ｅ

Ｕｎ ｉ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ｓ ｏｆＡｍｅ ｒｉｃａ １ １ ５
， １ ３９

－

１ ４４ ．

Ｌ ｉｕ
，Ｗ ．

ｓＣａ ｉ

，Ｍ ．Ｊ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Ｊ ．Ｘ．

，Ｚｈａｏ
，Ｘ．Ｆ ．

，２０ １ ４ａ ．Ｉｎａｎｏｎｇｅｎｏｍｉｃａｃｔ ｉｏｎ
，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ｎｅ

２０ －ｈｙｄ ｒｏ＾ｅｃｄｙ ｓｏｎｅ ｉｎｄｕ ｃｅｓｐｈｏ ｓｐｈｏ 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ｙｃ ｌｉｎ －

ｄ ｅｐ
ｅｎｄｅｎｔｋｉｎａｓ ｅ１ ０ｔｏ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ｇ ｅｎｅ

ｔｒａｎ ｓ ｃｒ ｉ

ｐ ｔ ｉｏｎ ． Ｅｎｄｏ ｃｒｉｎｏ ｌｏｇｙ
１ ５ ５

，１７３ ８
－

１ ７ ５０ ．

Ｌ ｉｕ
，
Ｗ．

５ 
Ｃａ ｉ

，
Ｍ．Ｊ ．

， 
Ｚｈｅｎｇ ，

Ｃ ．Ｃ 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 

Ｊ ． Ｘ ．

， 
Ｚｈａｏ

，
Ｘ ．Ｆ．

，
２０ １ ４ｂ ． Ｐｈｏ ｓ ｐ ｈｏ ｌ ｉ

ｐ
ａｓ ｅＣｇａｍｍａ ｌｃｏｎｎｅｃ ｔｓ ｔｈｅ

ｃｅ ｌｌｍｅｍｂ ｒａｎ ｅ
ｐａｔｈｗａｙ

ｔｏｔｈ ｅｎｕｃ ｌｅａｒ 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
ｐ ａｔｈｗａｙ

ｉｎ ｉｎ ｓ ｅｃｔ ｓ ｔｅ ｒｏ ｉｄｈ ｏｒｍｏｎｅｓ ｉ

ｇｎａ ｌｉｎｇ ． Ｔｈｅ

Ｊｏｕ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ｈｅｍ ｉｓ ｔｒｙ
２８９

，１ ３０２６ －

１ ３ ０４ １ ．

Ｌ ｉｕ
，Ｘ ．

，Ｄａ ｉ
，Ｆ．

，Ｇｕｏ ，Ｒ ，Ｌ ｉ

，Ｋ ．

，Ｍａ
，Ｌ ．

ｓＴ ｉａｎ
，Ｌ．

，Ｃａｏ ，Ｙ．

，Ｚｈａｎｇ ，Ｇ，Ｐａ ｌ ｌ ｉ
，Ｓ ．Ｒ ．

，Ｌ ｉ
，Ｓ ．

，２０ １ ５ｂ ．

２０ －Ｈｙ ｄｒｏ＾ ｅｃｄｙｓ ｏｎ ｅ（
２０Ｅ

）Ｐｒ ｉｍａ ｒｙｒｅｓｐｏｎ ｓ ｅ
ｇ

ｅｎ ｅＥ９３ｍｏｄｕ ｌａ ｔｅ ｓ２０Ｅｓ ｉｇｎａ ｌ ｉｎｇｔｏｐ ｒｏｍｏ ｔｅ

Ｂｏｍｂｙｘ ｌａｒｖ ａ ｌ

－

ｐ
ｕｐ ａ ｌｍｅｔ ａｍｏ ｒ

ｐ
ｈｏ ｓ ｉ ｓ ． Ｔｈ ｅ Ｊｏｕｒｎ ａ ｌ ｏｆ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

２９０
，２７３７０

－２ ７３ ８ ３ ．

Ｌ ｉｕ
，Ｙ．

，Ｂｅ ｌ ｋｉｎ ａ
，Ｎ ．Ｖ．

，Ｇｒａｈ ａｍ
，Ｃ ．

，Ｓｈａｗ？Ｓ ．

，２００６ ．Ｉｎ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 ｃｅｏ ｆ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ｉｎ ａ ｓ ｅＣ －ｄｅ ｌ ｔａａｃｔ ｉｖ ｉｔｙ

ｆｒｏｍ ａｃ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ｎ ｌｏ ｏ
ｐｐ

ｈｏｓ
ｐ
ｈｏ ｒｙ ｌａ ｔ ｉｏｎ ： ｓ ｔ ｒｕ ｃｔｕ ｒａ ｌ ｂａｓ ｉｓａｎｄａ ｌ ｔｅｒｅｄ 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ｓ ｉｎｃｅ ｌｌｓ ． Ｔｈｅ Ｊｏｕ ｒｎ ａ ｌ ｏ ｆ

ｂ ｉｏ ｌｏｇ
ｉｃａ ｌｃｈｅ ｒｒａｓ ｔｒ

ｙ
２８ １

，１２ １ ０２－

１ ２ １ １ １ ．

Ｌｕ ｉｋ
，
ＫＭ 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

Ｂ －

＞ 
Ｐ ｒａｋ ｒ ｉｙａ ， 

Ｍ．

ｓ 
Ｗｕ

，
Ｍ ．Ｍ ．

，
Ｌｅｗ ｉｓ

ｓ 
Ｒ． Ｓ ．

，
２００ ８ ．Ｏ ｌ ｉｇｏ ｍｅｒ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ＳＴＩＭ ｌ ｃｏ ｕｐ ｌｅｓ

ＨＲ ． 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ｄ ｅｐ
ｌｅｔ ｉｏｎｔｏＣＲＡＣｃｈａｎｎ ｅ ｌ ａｃｔ ｉｖ ａｔ ｉｏｎ ． Ｎａｔｕ ｒｅ４５４

，５３８
－

５４２ ．

Ｍａｇｇ ｉｏ ｌｉｎ ｉ
，
Ｍ ．

，
Ｐ ｉｃａｒｄ

，Ｄ ．

，２０ １ ０ ．Ｔｈｅｕｎｆｏ ｌｄ ｉｎｇ
ｓ ｔｏｒｉｅｓｏ ｆ ＧＰＲ３ ０

，ａｎｅｗｍｅｍｂ ｒａｎｅ
－

ｂ ｏｕｎｄｅ ｓ ｔｒｏｇｅｎ

ｒｅｃｅｐ
ｔｏ ｒ． Ｔｈｅ Ｊｏ ｕｒｎ ａ ｌ ｏｆ ｅｎｄｏ ｃ ｒｉｎｏ ｌｏｇｙ 

２０４
，１０５

－

１ １４ ．

Ｍａｎａｂ ｏｏｎ
，
Ｍ ．

，
Ｉｇ ａ ， 

Ｍ．

ｓ
Ｉｗａｍ ｉ

， 
Ｍ ．

ｓＳａｋｕ ｒａ ｉ
，Ｓ ．

ｓ
２ ０ ０ ９ ．Ｉｎｔｒａ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ｍｏｂ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ａ

２＋
ｂｙｔｈ ｅ ｉｎ ｓ ｅｃ ｔ

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 ｏ ｒｍｏｎｅ２０
－ｈｙｄ ｒｏ碎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ｄ 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ｉ ｌｄｅａｔｈ ｉｎｓ ｉｌｋｗｏ ｒｍａｎ ｔ ｅ ｒｉｏ ｒｓ ｉ ｌｋ

ｇ ｌａｎｄ ｓ ． Ｊｏ ｕｒｎ ａ ｌ ｏｆ ｂｓ ｅｃｔ
ｐ
ｈｙ ｓ ｉｏ ｌｏｇｙ

５５
，１２２

－

１２８ ．

Ｍａｎ
ｊ

ｉ
，Ｓ ．Ｓ ．

９ 
Ｐａｒｋｅ ｒ

， 
Ｎ． Ｊ ．

，
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ｓ

，
Ｒ．Ｔ．

，
ｖａｎ Ｓｔｅｋｅ ｌｅｎｂｕ ｒｇ ，

Ｌ ．

， 
Ｐｅａ ｒｓ ｏｎ

， 
Ｒ．Ｂ ．

，
Ｄ ｚ ｉａｄｅｋ

， 
Ｍ ．

，
Ｓｍ ｉｔｈ

， 
Ｐ．Ｊ ．

，

２００ ０ ．ＳＴ ＩＭ １ ：ａｎｏｖｅ ｌ

ｐ ｈｏ ｓ ｐ ｈｏ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ｌｏ ｃ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ｃｅ ｌ ｌｓ ｕ ｒｆｅｃｅ ．Ｂ ｉｏｃｈ ｉｍ ｉｃａｅｔｂ ｉｏｐｈｙ ｓ ｉｃａａｃｔａ

１ ４８ １
，１ ４７

－

１ ５ ５ ．

Ｍａｒｉｎ ｉｓ ｓ ｅｎ
， 
ＭＪ ．

，Ｇｕ ｔ ｋｉｎｄ
，
Ｊ ． Ｓ ．

，２００ １ ．Ｇ －

ｐ
ｒｏ ｔ ｅ ｉｎ －

ｃｏｕｐ ｌｅｄ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ｓａｎｄｓ ｉｇｎａ
ｌ ｉｎｇ

ｎ ｅｔｗｏｒｋｓ ：ｅｍｅ ｒｇ ｉｎ ｇ

ｐ ａ
ｒａｄ ｉｇｍｓ ．Ｔｒｅｎｄ ｓ  ｉｎ

ｐ
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ｓ ｃ ｉｅｎｃｅｓ ２２

，３６８
－

３７６ ．

Ｍａｔａｓｓ ａ
，

Ａ ．Ａ ．

， 
Ｃａ ｒｐｅｎ ｔｅｒ

，
Ｌ，

，Ｂ ｉｄｅｎ
，
ＴＪ ．

，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， 
Ｍ ． Ｊ ．

，
Ｒｅｙ ｉａｎｄ

， 
Ｍ ．Ｅ ．

，
２００ １ ．ＰＫＣｄ ｅ ｌｔａ ｉｓｒｅｑｕ ｉｒｅｄ

Ｂ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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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ｏ ｒｍ 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ｌ
－ｄｅ

ｐｅｎｄｅｎ ｔａｐｏｐ ｔｏｓ ｉｓ ｉｎｓ ａ ｌ ｉｖａ ｒｙｅｐ
ｉｔｈ ｅ ｌ ｉａ ｌｃｅ ｌ ｌｓ ．Ｔｈ 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ｂ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

ｃｈｅｍ ｉｓ ｔ ｒｙ
２７６

？２９７ １９
－２９７２ ８ ．

Ｍｏｒｉｙ ａｍａ
，Ｍ ．

，Ｏｓ ａｎ ａ ｉ
，
Ｋ ．

，Ｏｈｙ ｏ ｓ ｈ ｉ
，
Ｔ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Ｈ ．Ｂ ．

，Ｉｗａｎａｇａ ， 
Ｍ ．

，Ｋａｗａｓ ａｋｉ
，Ｈ ．

ｓ２０ １６ ．Ｅｃｄｙ ｓ ｔｅｒｏ ｉｄ

ｐ ｒｏｍｏ ｔｅ ｓｃｅ ｌ ｌｃｙ ｃ ｌｅ
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 ｉｏ ｎ ｉｎｔｈｅＢｏｍｂｙｘｗ ｉｎｇｄ

ｉｓ ｃｔｈ ｒｏｕｇｈ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ｃ －Ｍｙｃ ．Ｉｎｓ ｅ ｃｔ

ｂ ｉｏ ｃｈ ｅｍ ｉｓ ｔ ｒｙ
ａｎｄ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 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７０
，１

－９．

Ｍ ｏ ｒ ｌｅｙ ，
Ｐ．

，
Ｗ ｈ ｉｔ ｆｉｅ ｌｄ

， 
Ｊ ． Ｆ．

，＼ｋｎｄｅｄｉｙｄｅｎ ， 
Ｂ ．Ｃ ．

，
Ｔｓ ａｎｇ ，

Ｂ ． Ｋ．

，
Ｓｃｈｗａ ｒｔｚ

，
Ｊ ． Ｌ ．

，１ ９９２ ．Ａ ｎｅｗ
，
ｎ ｏｎｇｅｎｏｍｉｃ

ｅｓ ｔｒｏｇｅｎ ａｃｔ ｉｏ ｎ ： ｔｈｅ ｒａ
ｐ

ｉｄｒｅ ｌｅａｓ ｅ ｏｆ ｉｎ ｔｒａｃｅＤｕ ｌａｒｃ ａ ｌｃ ｉｕｎｔ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 ｌｏ ｇｙ
１ ３ １

，１３０５
－

１ ３ １ ２ ．

Ｍｕ
ｇａｔ

，
Ｂ ．

，Ｂ ｒｏ ｄｕ
， 
Ｖ

，Ｋｅｊ ｚ ｌａｒｏｖ ａ －Ｌｅｐｅ ｓ ａｎｔ
， 
Ｊ ．

， 
Ａｎ ｔｏｎ ｉｅｗｓ ｋｉ

，Ｃ ．

， 
Ｂａｙ ｅ ｒ

，Ｃ ．Ａ ．

，Ｆｒ ｉｓ ｔｒｏｍ
， 
Ｊ ．Ｗ．

，
Ｌｅｐ ｅ ｓ ａｎ ｔ

，

Ｊ ．Ａ ．

ｊ２ ００ ０ ．Ｄｙｎａｍ ｉｃｅ 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 ｎｏ ｆｂ ｒｏ ａｄ －

ｃｏ ｎｐ ｌｅ ｘ ｉｓ ｏ ｆｏ ｒｍｓｍｅｄ ｉａｔｅ ｓｔｅ ｎｐ ｏ ｒａ ｌｃｏｎｔ ｒｏ ｌｏ ｆａｎ

ｅｃｄｙｓ ｔｅ ｒｏ ｉｄｔａｒｇｅ ｔ
ｇｅｎ ｅａｔ ｔｈ ｅｏ ｎｓ ｅ ｔｏｆ 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ｍｅ ｔａｍｏ ｒｐｈｏ ｓ ｉｓ 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２２ ７
，

１ ０４
－

１ １ ７ ．

Ｎｅｗｔｏｎ
， 
Ａ ．Ｃ ．

，２００３ ．Ｔｈｅ ｉｎ ｓａｎｄｏｕ ｔ ｓ ｏ ｆ ｐ
ｒｏ ｔｅ ｉｎｋｉｎａ ｓ ｅＣ ．Ｍｅｔｈｏｄ ｓ  ｉｎ ｍｏ ｌｅ 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２３３
，３

－７ ．

Ｎｉｃｏ ｌａ ｉ
，
Ｍ ．

，Ｂｏ ｕｈ ｉｎ
，
Ｈ ．

，Ｑｕｅｎｎｅｄｅｙ ，
Ｂ ．

，
Ｄｅ ｌａｃｈａ ｒｎｂ ｒｅ

，Ｊ ．

，２０ ００ ．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 ｒｃ ｌｏｎ ｉｎｇ
ａｎ ｄｅ ｘ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

Ｔｅｎ ｅｂｒｉｏｍｏ ｌ ｉｔｏ ｒ ｕ ｌｔｒａｓ ｐ
ｉｒａｃ ｌｅｄｕ ｒｉｎｇｍｅｔａｍｏ ｒ

ｐ
ｈ ｏ ｓ ｉｓａｎｄ ｉｎｖ ｉｖｏ ｉｎｄｕｃ ｔ ｉｏｎｏｆ  ｉｔｓ

ｐ
ｈｏｓｐｈｏ ｒ

ｙ
ｌａ ｔ ｉｏｎ

ｂｙ
２０－ｈｙ ｄ ｒ〇 ５＾ ｅ ｃｄｙ ｓ ｏｎｅ ．  ｉｎ ｓ ｅｃｔ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９
，２４ １

－２４９ ．

Ｎ ｉ

ｊ
ｈ ｏ ｕ ｔ

， 
Ｈ ．Ｆ ．

，
Ｓｍ ｉ ｔ ｈ

， 
Ｗ ．Ａ ．

，Ｓｃｈ ａｃｈ ａ ｒ
，
Ｉ ．

，
Ｓｕｂ ｒａｍａｎ ｉａｎ

， 
Ｓ ．

， 
Ｔｏ ｂ ｌｅ ｒ

，
Ａ ．

，Ｇ ｒｕｎｅ ｒｔ
，
Ｌ ．Ｗ．

，
２ ００ ７ ． Ｔｈ ｅ ｃｏ ｎ ｔ ｒｏ ｌ

ｏ ｆ
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ｗ ｉｎｇ ｉｍ ａｇ ｉｎ ａ ｌｄ ｉｓ ｋｓｏｆＭａｎｄｕｃａｓｅｘ ｔａ 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

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３０２

，５６９
－

５７６ ．

Ｎｏｇｕｅ ｉ ｒａ
，Ｆ．Ｃ ．

，Ｓ ｉ ｌｖａ
，Ｃ ．Ｐ ．

，Ａ ｌｅ ｘａｎｄ ｒｅ
，Ｄ ．

，Ｓａｍｕ ｅ ｌｓ
，Ｒ ． Ｉ ．

ＳＳｏａ ｒｅｓ
，ＥＬ ，

Ａ ｒａｇａｏ ，Ｆ ．Ｊ ．

，Ｐａ ｌｍ ｉ ｓ ａｎｏ
，Ｇ ．

Ｄｏ ｍｏｎ ｔ
，ＧＢ ．

，Ｒｏｅｐ ｓ ｔｏｒ ｆｆ
，Ｐ．

ｓＣａ ｎｐ ｏ ｓ
，Ｆ ．Ａ ．

，２０ １ ２ ．Ｇ ｌｏｂ ａ ｌｐ ｒｏ ｔ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ｇｅ ｓ ｉｎ ｌａｒｖａｅｏ ｆ

Ｃａ ｌ ｌｏ ｓ ｏ ｂ ｒｕ ｃｈ ｕｓｍａｃｕ ｉａｔｕ ｓＣｏ ｌｅｏｐ ｔｅｒａ ：Ｃｈ ｒｙ ｓ ｏｍｅ ｌ ｉｄａｅ ：Ｂｒｕｃｈ ｉｎａｅ
）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 ｉｎｇｅｓ ｔ ｉｏｎｏ ｆａ

ｃｙ ｓ ｔｅ ｉ ｎ ｅ
ｐ

ｒｏ ｔｅ ｉｎａ ｓ ｅ 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 ｒ．Ｐｒｏｔｅｏｍ ｉｃｓ １ ２
，２７０４

－２７ １ ５ ．

Ｎｕ ｎ ｅ ｓ
－Ｈａ ｓ ｌｅ ｒ

，Ｐ ．

，Ｍａｓ ｃｈ ａ ｌ ｉｄ ｉ

，Ｓ ．

，
Ｌ ｉ

ｐｐ ｅｎ ｓ
，Ｃ ，Ｃａｓ ｔｅ ｌｂ ｏｕ

，Ｃ ．

ｓＢｏｕｖ ｅ ｔ
，Ｓ ．

，Ｇｕ ｉｄｏ
，Ｄ ．

，Ｂｅｒｍｏ ｎｔ
，Ｆ ．

，

Ｂａｓ ｓ ｏｙ ，Ｅ ．Ｙ．

，Ｐａｇ ｅ
，Ｎ ．

，Ｍｅ ｒｋ ｌｅ ｒ
，Ｄ ．

｝Ｈｕｇｕ ｅｓ ，Ｓ ．

，Ｍａｒｔ ｉｎｖａ ｌｅｔ
，Ｄ ．

ｓＭａｎｏｕ ｒｙ ，Ｂ ．

，Ｄｅｍａｕ ｒｅ ｘ
，Ｎ ．

，

２０ １ ７ ．ＳＴ ＩＭ Ｉｐ ｒｏｍｏ ｔｅ ｓｍ ｉｇｒａｔ ｉｏｎ
，ｐｈａｇｏｓ ｏｍａ ｌｍａｔｕ ｒａ ｔ ｉｏｎａｎ ｄａｎ ｔ ｉ

ｇ ｅｎｃ ｒｏ ｓ ｓ
－

ｐ
ｒｅｓ ａｉ ｔａｔ ｉｏｎ ｉｎ

ｄ ｅｎ ｄ ｒｉｔ ｉｃｃｅ ｌ ｌ ｓ ． Ｎａ 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 ｎ ｉｃａ ｔ ｉｏｎ ｓ８
？

１ ８ ５２ ．

Ｐａ ｌ ｌ ｉ
，
Ｓ ． Ｒ ．

，Ｈ ｉｒｕｍａ
，
Ｋ ．

？Ｒ ｉｄｄ ｉ ｆｏ ｒｄ
，Ｌ ．Ｍ ．

？ １ ９９２ ．Ａｎ ｅｃｄｙ ｓ ｔｅ ｒｏ ｉｄ －

ｉｎｄ ｕｃ ｉｂ ｌｅ Ｍａｎｄｕｃａ
ｇｅｎ ｅ ｓ ｉｍ ｉ 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

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ＤＨＲ３
ｇｅｎ ｅ

，
ａｍｅｍｂｅ ｒｏｆ  ｔｈ ｅ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ｎｘ＞ｎ ｅｒｅｃｅ

ｐ ｔｏｒ ｓ ｕ
ｐ
ｅ ｒｆｅ ｍ ｉ  ｌ

ｙ
．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

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１ ５０

，３０６
－

３ １ ８ ．

Ｐａ ｒｅｋｈ
，Ａ ． Ｂ ．

，Ｐｕ ｔｎｅｙ ，Ｊ ．Ｗ ．

，Ｊ ｒ．

，２ ００ ５ ．Ｓ ｔｏ ｒｅ
－

ｏ
ｐ ｅ ｒａｔｅｄ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ｃｈ ａｎｎｅ ｌｓ ．Ｐｈｙ ｓ ｉｏ ｌｏｇ ｉｃ ａ ｌｒｅｖ ｉｅｗｓ８ ５

，

７５７－

８ １ ０ ．

Ｐａ ｒｅｋｈ
，Ｄ ． Ｂ ．

，Ｋａ ｔ ｓ ｏ
，
Ｒ．Ｍ ．

，Ｌｅｓ ｌ ｉｅ
，Ｎ ．Ｒ．

，Ｄｏｗｎｅｓ ，
Ｃ ．Ｐ．

，Ｐｒｏｃｙ ｋ，Ｋ ．Ｊ ．

，Ｗａｔｅｒｆｉｅ ｌｄ
，Ｍ ． Ｄ ．

，Ｐａ ｒｋｅ ｒ
，
Ｐ．Ｊ ．

，

２００ ０ ．Ｂｅ ｔａ ｌ
－

ｉｎｔｅｇｒｕｉａｎｄＰＴＥＮ ｃｏ ｎ ｔ ｒｏ ｌ ｔｈｅ
ｐ
ｈｏ ｓｐ

ｈｏ 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ｉｎａｓ ｅＣ ．ＴｈｅＢ ｉｏｃ ｈｅｍ ｉｃａ ｌ

ｊ
ｏｕ ｒｎ ａ ｌ ３ ５２Ｐｔ２

，
４２５ －４３３ ．

Ｐａ ｒｔｈ ａｓ ａｒａ ｔｈｙ ， 
Ｒ．

，
Ｔａｎ

，
Ａ ．

，Ｂａ ｉ
，
Ｈ ．

，Ｐａ ｌ ｌ ｉ
，
Ｓ ． Ｒ，

，
２ ０ ０８ ．Ｔｒａｎ ｓ ｃｒｉｐ ｔ ｉｏｎｆａｃ ｔｏ ｒ ｂ ｒｏ ａｄｓ ｕｐｐ ｒｅｓｓ ｅｓ

ｐ
ｒｅｃｏｃ ｉｏｕｓ

ｄ 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 ｆａｄｕ ｌｔｓ 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ｅｓｄｕ ｒｉｎｇ ｌ ａｒｖａ ｌ

－

ｐ
ｕｐａ ｌｍｅｔ ａｍｏ ｒｐ

ｈｏ ｓ ｉｓ ｉｎｔｈｅｒｅｄｆｌｏｕ ｒｂｅｅｔ ｌｅ
，

Ｔｒｉｂ ｏ ｌｉｕｍ ｃａｓｔａｎ ｅ ｕｍ ．Ｍｅｃｈ ａｎ ｉｓｍｓ ｏｆ ｄｅｖｅ ｌｏ ｐｍｅｎ ｔ １ ２５
，２９９

－３ １３ ．

Ｐｅｎｎａ
，
Ａ ．

，
Ｄｅｍｕ ｒｏ

，
Ａ ．

，
Ｙｅ ｒｏ ｍ ｉｎ

，
Ａ ． Ｖ．

，
Ｚｈ ａｎｇ ，Ｓ ．Ｌ

，
Ｓａｆｒ ｉｎａ

，
０ ．

，Ｐａｒｋｅ ｒ
，
Ｌ

，Ｃａｈ ａ ｌａｎ
，
Ｍ ．Ｄ ．

，２０ ０ ８ ． Ｔｈ ｅ

ＣＲＡＣｃｈａｎｎ ｅ ｌ ｃｏｎｓ ｉｓ ｔｓｏｆ ａ  ｔｅｔ ｒａｍｅ ｒ ｆｏｒｍｅｄｂ
ｙ
Ｓｔ ｉｍ－

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 ｉｍｅ ｒ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ｏ ｆ Ｏｒａ ｉ ｄ ｉｍｅ ｒｓ ．Ｎａｔｕ ｒｅ

４５６
，１ １ ６

－

１ ２０ ．

Ｐｏｚｏ －Ｇｕ ｉ ｓ ａｄｏ
，Ｅ ．

，Ｃａｓ ａ ｓ
－Ｒｕａ

，Ｖ ，
Ｔｏｍａｓ

－Ｍａｒｔ ｉｎ
，Ｐ ．

，Ｌｏｐ ｅｚ
－Ｇｕ ｅｒｒｅ ｒｏ

，Ａ ．Ｍ ．

，Ａ Ｉｖａ ｒｅ ｚ
－Ｂａｒ ｒ ｉｅｎ ｔｏ ｓ

，Ａ ．

，

Ｍａ ｒｔ ｉｎ －Ｒｏｍｅｒｏ
，
Ｆ． Ｊ ．

，
２ ０ １ ３ ．Ｐｈｏ ｓ

ｐｈｏ ｉ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ｏ ｆ
ＳＴ ＩＭ ＩａｔＥＲＫ １ ／２ｔａｒｇ ｅｔ ｓ ｉ ｔｅｓｒｅｇ ｕ ｌａｔｅ ｓ ｉｎ ｔｅ ｒａｃ ｔ ｉｏｎ

ｗ ｉｔｈｔｈ ｅｍｉｃ ｒｏ ｔｕ ｂ ｕ ｌｅ
ｐ ｌｕ ｓ

－

ｅｎｄｂ ｉｎｄ ｉｎ
ｇ ｐ ｒｏ ｔ ｅ ｉｎＥＢ １ ．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ｃｅ ｌ ｌｓ ｃ ｉｅｎ ｃｅ１２６

，３ １ ７０
－

３ １ ８ ０ ．

Ｐｕｔｎ ｅｙ ，
Ｊ ．Ｗ ．

，Ｊｒ
．

，Ｐｏｇｇ ｉｏ ｌ ｉ
，Ｊ ．

，
Ｗｅ ｉｓ ｓ

，Ｓ ．Ｊ ．

，１ ９ ８ １ ．Ｒｅｃ ｅｐ ｔｏ ｒ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ｃａ ｌｃ ｉｕｍｒｅ ｌｅａｓ ｅａｎｄｃａ ｌｃ ｉｕｍ

８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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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ｅ ｒｍｅ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ｉｎ
ｐａｒｏｔ ｉｄ

ｇ ｌａｎｄｃｅ ｌｌｓ ．Ｐｈ ｉ ｌｏ ｓ ｏｐｈ ｉｃａ ｌｔｒａｎ ｓ ａｃｔ ｉｏｎ ｓｏ ｆ ｔｈｅＲｏｙａ ｌＳｏ ｃ 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 ．

ＳｅｒｉｅｓＢ
，Ｂ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ｓ ｃ ｉｅｎｃｅ ｓ ２９６

，３７
－４５ ．

Ｒｅｎ
，Ｊ ．

，Ｌ ｉ
，Ｘ ．Ｒ．

，Ｌ ｉｕ
，Ｐ ． Ｃ ．

，Ｃａ ｉ
，Ｍ ． Ｊ ．

，Ｌｉｕ
，Ｗ ．

５Ｗａｎ ｇ ，Ｊ ．Ｘ ．

，Ｚｈａｏ ，Ｘ ．Ｆ ．

，２ ０ １ ４ ．Ｇ －
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ａ ｌｐ
ｈａｑ

ｐ
ａｒｔ ｉｃ ｉｐ ａｔｅ ｓ

 ｉｎｔｈ ｅ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２０
－ｈｙ ｄ ｒｏ＾ 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ｎｏｎｇｅｎｏｍ ｉｃｓ ｉｇｎ

ａ ｌｔｒａｎｓ 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．Ｔｈｅ

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 ｆ ｓ ｔｅ ｒｏ ｉｄｂ ｉ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 ｉｙ
ａｎｄ ｎｘ＞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１ ４４Ｒ Ｂ

，３ １ ３
－３２３ ．

Ｒｅｙ ｌａｎｄ
，Ｍ．Ｅ ．

，２０ ０ ７ ．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 ｅＣｄｅ ｌｔａａｎｄ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 ．Ｂ ｉｏ ｃｈｅｍ ｉｃａ ｌＳｏ ｃ ｉｅｔｙ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 ｉｏ ｎｓ３５
，

１ ００ １
－

１００４ ．

Ｒｉｄｄ ｉｆｏ ｒｄ
，Ｌ ．Ｍ ．

，１ ９ ９６ ．Ｊｕｖｅｎ ｉ ｌｅｈｏｒｍｏｎｅ ：Ｔｈｅｓ ｔａｔｕｓｏ ｆ ｉｔｓ
＂

ｓ ｔａｔｕｓｑｕｏ
＂

ａｃｔ ｉｏｎ ．Ａ ｒｃｈ ｉｖ ｅ ｓｏｆ ｉｎｓ ｅｃｔ

ｂ ｉｏｃｈｅｍ ｉｓ ｔ ｒｙ
ａｎｄ

ｐ
ｈｙ ｓ ｉｏ ｌｏｇｙ

３２
， 
２７ １

－２８６ ，

Ｒ ｉｄ ｄ ｉｆｏ ｒｄ
，Ｌ ．Ｍ ．

，Ｈｉ ｒｕｍａ
，Ｋ ．

，Ｚｈ ｏ ｕ ｓ
Ｘ．

？Ｎｅ ｌｓ ｏｎ
，Ｃ ．Ａ ．

，２ ０ ０３ ．Ｉｎ ｓ ｉｇｈ ｔ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 ｒｂ ａｓ ｉｓｏｆ ｔｈ ｅ

ｈｏ ｒｍ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 ｌｏ ｆｍｏ ｌｔ 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ｔａｍｏ ｒｐｈｏ ｓ ｉｓｆｒｏｍＭａｎｄｕｃａｓｅｘ ｔａａｎ ｄ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

ｗｅ ／ａｎｏｇａ对ｅｒ
． Ｉｎ ｓ ｅｃｔ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ａｎｄ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３ ３
，１３２７ －

１ ３３ ８ ．

Ｒｏ ｏ ｓ
，Ｊ

．

，Ｄ ｉ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，ＰＪ ，
５Ｙｅ ｒｏｍ ｉｎ

，Ａ ．Ｖ．

，Ｏｈ ｌｓ ｅｎ
，
Ｋ ，

，Ｌ ｉｏ ｕｄ
ｙ
ｎ ｏ

，Ｍ ．

，Ｚｈａｎｇ ，
Ｓ ．

ｓ
Ｓａ ｆｒ ｉｎａ

，
Ｏ ．

，Ｋｏ ｚａｋ
，

Ｊ ．Ａ ．

，Ｗａｇｎ ｅｒ
，Ｓ ． Ｌ．

，
Ｃａｈａ ｌａｎ

，
Ｍ．Ｄ ．

，Ｖｅ ｌ ｉｃｅ ｌｅｂ ｉ

，Ｇ ，Ｓｔａｕｄｅ ｒｍａｎ
，Ｋ ．Ａ ．

，２ ０ ０５ ．ＳＴ ＩＭ １
，ａｎｅ ｓ ｓ ｅｎ ｔ ｉａ ｌ

ａｎｄｃｏ ｎｓ ｅ ｒｖｅｄｃｏｍｐ ｏ ｎｅｎ ｔｏｆ ｓ ｔｏ ｒｅ
－

ｏｐ
ｅｒａｔｅｄＣａ

２ ＋
ｃｈ ａｎｎ ｅ ｌｆｉｍｃｔ ｉｏｎ ．Ｔｈ ｅ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ｏ ｇｙ

１ ６９
，４３ ５

－４４５ ．

Ｓａｋａｈ ｉ ｒａ
，Ｈ ．

，
Ｅｎａｒ ｉ

，
Ｍ

”Ｎａｇａｔａ ，
Ｓ ．

，
１ ９９８ ．Ｃ ｌｅａｖａｇｅｏｆＣＡＤ ｉｎｈ ｉｂ ｉｔｏ ｒ ｉｎＣＡＤａｃ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ＤＮＡ

ｄｅｇｒａｄａｔ ｉｏ ｎ ｄｕｒｉｎｇ
ａ
ｐ
ｏ
ｐ ｔｏ ｓ ｉ ｓ ． Ｎａ ｔｕ ｒｅ３９ １

，９６
－９９ ．

Ｓａ ｔｔ ｉｅ ｌ
，Ａ ．Ｒ ．

，
Ｋａｈｎ

，
Ｃ ． Ｒ．

，２００ １ ．Ｉｎ ｓ ｕ ｌ ｉｎｓ ｉｇｎ ａ ｌｌ ｉｎｇ
ａ ｎｄ ｔｈ ｅｒｅ

ｇ
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

ｇ
ｌｕ ｃｏｓ ｅａｎｄ ｌ ｉ

ｐ
ｉｄ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ｓ ｍ．

Ｎａｔｕｒｅ４ １ ４
，７９９

－

８０６ ．

Ｓａｎｄ ｓ ｔｒｏｍ
，Ｄ ．Ｊ ．

，Ｒｅ ｓ ｔ ｉｆｏ
，Ｌ ． Ｌ ．

，１ ９９ ９ ．Ｅｐ ｉｄｅｒｍａ ｌｔｅｎ ｄｏ ｎｃｅ ｌ ｌｓｒｅｑｕ ｉ ｒｅＢｒｏ ａｄＣｏｍｐ ｌｅ ｘ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ｆｏ ｒ

ｃｏ ｒｒｅｃ ｔ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 ｔｏｆｔｈ ｅ ｉｎｄ ｉｒｅ ｃｔｆｌ ｉｇｈｔｍｕ ｓ ｃ ｌｅｓ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ｍｅ ｌａｎ ｏｇａｓｔｅｒ ．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ｃｅ ｌｌ

ｓ ｃ ｉｅｎ ｃｅ１ １ ２
（ 
Ｐｔ２２

） ，４０５ １
－４０６ ５ ．

Ｓｃｈ ｌａｔｔｎ ｅｒ
，
Ｕ ．

，Ｖａｆｏｐ ｏｕ ｌｏｕ
，Ｘ ．

，Ｓｔｅｅ ｌ
，Ｃ ．Ｇ

，
Ｈｏ ｒｍａｎ ｎ

，Ｒ ．Ｅ ．

，Ｌｅ ｚｚ ｉ
，Ｍ．

，
２０ ０６ ．Ｎｏｎ －

ｇｅｎ ｏｍ ｉｃｅｃｄ
ｙ ｓ ｏｎｅ

ｅｆｆｅｃｔ ｓａｎｄ ｔｈｅ  ｉｎｖ ｅ ｒｔｅｂ ｒａｔｅ ｎｕｃ ｌｅａｒ 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 ｎ ｅ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 ＥｃＲ—ｎｅｗｒｏ  ｌｅｆｏ ｒ ａｎ

＂

ｏ ｌｄ
＂

ｒｅｃｅｐ
ｔｏ ｒ？

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ａｎｄ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ｅｎｄｏｃ ｒ ｉｎｏ ｌｏｇｙ
２４７

，６４
－７２ ．

Ｓｃｈｕｂ ｉ

ｇｅ＾ Ｍ ．

，
Ｔｏｍｉｔａ

，
Ｓ ．

９
Ｓｕｎｇ ，

Ｃ ．

，Ｒｏｂ ｉｎｏｗ
，
Ｓ ．

， 
Ｔｍｍａｎ

， 
Ｊ ．Ｗ ．

， 
２０ ０３ ． Ｉｓ ｏ ｆｏｒｍ ｓ ｐ ｅ

ｃ ｉｆ ｉｃ ｃｏ ｎｔｒｏ ｌ ｏ ｆ
ｇ ｅｎｅ

ａｃｔ ｉｖ ｉｔｙ
ｉｎｖ ｉｖｏｂｙ

ｔｈ ｅ 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 ｒｅ ｃｅｐ
ｔｏ ｒ．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 ｒｒ＾ ｏ ｆ ｄｅｖ ｅ ｌｏ

ｐ
ｍｅｎｔＩ２０

？９０９
－

９ １ ８ ．

Ｓｃｈｗａｒｔ ｚ
，
Ｌ ．Ｍ ．

，１ ９ ９２ ．Ｉｎ ｓ ｅｃｔ ｍｕｓ ｃ ｌｅ ａｓａｍｏｄｅ ｌｆｏ ｒ
ｐ ｒｏ ｇ 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ｉ ｌ ｄｅａｔｈ ． Ｊｏｕ ｒｎ ａ 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２３
，

１ ３ １２ －

１ ３２６ ．

Ｓｅｋ ｉｍｏ ｔｏ
，
Ｔ ．

，
Ｉｗａｍ ｉ

，Ｍ ．

，Ｓａｋｕｒａ ｉ
，Ｓ ．

，２０ ０ ６ ．Ｃｏｏ ｒｄ ｉｎａｔｅｒｅ ｓ ｐｏ ｎ ｓ ｅｓｏ ｆ  ｔ ｒａｎｓ ｃｒ ｉ

ｐ ｔ ｉｏ ｎｆａｃｔｏ ｒｓｔｏｅｃｄｙｓｏｎ ｅ

ｄｕｒｉｎｇｐ
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ｄ ｅａｔｈ ｉｎｔｈｅａｎ ｔｅｒｉｏ ｒｓ ｉ ｌ ｋ

ｇ ｌａｎｄｏ ｆ ｔｈｅｓ ｉ ｌｋｗｏｒｍ
，Ｂｏｍｂｙｘ

－ ｍｏｒｉ ．Ｉｎ ｓ ｅｃｔ

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１ ５
，２８ １

－２９２ ．

Ｓｈａｏ
，
Ｈ．Ｌ ．

，
Ｚｈｅｎｇ ，

Ｗ．Ｗ ．

，
Ｌ ｉｕ

，
Ｐ ．Ｃ ．

，
Ｗａｎｇ ，Ｑ ．

， 
Ｗａｎｇ ，

Ｊ ．Ｘ ．

，
Ｚｈ ａｏ

，
Ｘ ．Ｆ ．

， 
２ ０ ０ ８ ．Ｅｓ ｔａｂ ｌ ｉｓ ｈｍｅｎ ｔｏｆ ａＮｅｗ

Ｃｅ ｌ ｌ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Ｌｅｐ ｉｄｏ ｐ ｔｅｒａｎＥ
ｐ

ｉｄｅｒｍｉ ｓａｎｄＨｏ ｒｍｏｎａ ｌ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 ．Ｐ ｌｏ Ｓｏｎｅ ３ ．

Ｓｍｙ ｔｈ
， 
Ｊ ．Ｔ ．

，
Ｐｅ ｔｒａｎｋａ

， 
Ｊ ． Ｇ

，Ｂｏｙ 

ｌ ｅ ｓ
， 
Ｒ ．Ｒ ．

，ＤｅＨａｖｅｎ
， 
Ｗ ． Ｉ ．

， 
Ｆｕｋｕ ｓｈ ｉｍａ

， 
Ｍ ．

， 
Ｊｏｈｎｓ ｏｎ

， 
Ｋ．Ｌ ．

，
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ｓ

， 
Ｊ ． Ｇ

Ｓ

Ｐｕ ｔｎｅｙ ， 
Ｊ ．Ｗ ．

， 
Ｊ ｒ．

，
２ ０ ０９ ．Ｐｈｏ ｓ ｐ

ｈｏ ｒｙ
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ＳＴＩＭ １ｕｎｄｅｒｌ ｉｅ ｓｓ ｕｐｐ

ｒｅｓ ｓ 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 ｒｅ
－

ｏｐ ｅ ｒａｔｅｄ ｃａ ｌｃ ｉｕｍ

ｅｎ ｔ ｒｙ
ｄｕｒｉｎｇ

ｍ ｉｔｏ ｓ ｉｓ ．Ｎａｔｕｒｅｃｅ ｌ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１ １
，１４６５ －

１ ４７２ ．

Ｓｏｎｇ ，Ｑ ．

，Ｇｉ ｌｂ ｅ ｒｔ
，Ｌ ． Ｉ ．

，１ ９ ９８ ．Ａ ｌｔ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ｓｉｎｕ ｌｔ ｒａｓ ｐ
ｉｒａｃ ｌｅ（

Ｕ ＳＰ
）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ｐｈｏｓ ｐ

ｈ ｏ ｒ
ｙ

ｌａｔ ｉｏ ｎｓｔａｔｅ

ａｃｃｏｎｐ ａｎｙｆｅｅｄｂａ ｃｋ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ｓ ｙ ｎｔｈｅｓ ｉｓ ｉｎｔｈ ｅ ｉｎ ｓ ｅｃｔｐ ｒｏ ｔｈｏｒａｃ ｉｃｇ ｌａｎｄ ．Ｉｎ ｓ ｅｃ ｔ

ｂ ｉｏｃｈｅｒｒａｓ ｔ ｉｙ
ａｎ ｄ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２８
，
８４９ －

８６０ ．

Ｓｏｎｇ ，Ｑ ．

ｓＳｕｎ ，Ｘ ．

，
Ｊ ｉｎ

，Ｘ ．Ｙ
，２００３ ．２ ０Ｅ－

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ＵＳＰｅｇ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ａｎｄ
ｐ
ｈｏｓ ｐｈ ｏ ｉｙ ｌａｔ ｉｏ ｎ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

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． ｌｎ ｓ Ｑｃｔ ｂ ｉｏ ｏｈｔｍｓ ｔ ｒｙａｎｄ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３ ３

，１ ２ １ １
－

１ ２ １ ８ ．

Ｓｒ ｉｄｈａｒａ
，Ｓ ．

ｓ２０ １ ２ ．Ｅｃｄｙ ｓ ｏｎ ｅ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ａｎｄｕ ｌｔｒａｓ ｐ
ｉｒａｃ ｌｅ
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ｓａｒｅｔｙ ｒｏ ｓ ｉｎｅ
ｐ
ｈｏ ｓ

ｐ ｈｏ
ｒｙ ｌａｔｅｄｄｕ ｒｉｎｇ

８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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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ｄｕ ｌｔ 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ｏ ｆ ｓ ｉｉｋｍｏ ｔｈ ｓ ．Ｉｎ ｓ ｅｃｔ ｂ ｉｏ ｃｈｅｍ ｉｓ ｔｒｙ
ａｎｄ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４２
，９ １

－

１ ０ １ ．

Ｓｒ ｉｖａｓ ｔａｖａ
，Ｄ ．Ｐ．

ＳＹｕ ，Ｅ ． Ｊ ．

，Ｋｅｎｎ ｅｄｙ ，Ｋ ，

，Ｃｈａｔｗ ｉｎ
，Ｈ．

ｓＲｅａ ｌｅ
，Ｖ ，Ｈａｍｏｎ

，
Ｍ ．

ｓＳｍ ｉｔｈ
，
Ｔ．

，Ｅｖ ａｎ ｓ
，
Ｐ．Ｄ ．

，

２００ ５ ．Ｒａｐ ｉｄ
，ｎｏｎｇｅｎｏｍｉｃｒｅｓ ｐｏ ｎｓ ｅｓｔｏｅｃ ｃｆｙ ｓｔｅｒｏ ｉｄ ｓａｎｄｃａ ｔｅｃｈｏ ｌａｍ ｉｎｅｓ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ｏｖｅ ｌ

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Ｇ－
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－ｃｏｕｐ ｌｅｄ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ｎｅｕｒｏ ｓ ｃ ｉｅｎ ｃｅ ：ｔｈｅｏｆｆｉｃ ｉａ ｌ

ｊ
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 ｔｈｅ

Ｓｏｃ ｉｅｔｙ
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 ｓｃ ｉｅｎ ｃｅ ２５

＾
６ １４５ －

６ １ ５ ５ ．

Ｓ ｔｅ ｉｎｂｅ ｒｇ ，Ｓ ．Ｆ ．

，２ ００ ８ ．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ｌｂａｓ ｉｓｏ ｆ
ｐ

ｒｏ ｔ 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 ｅＣ ｉｓ ｏｆｏ ｒｍ ｆｕｎ ｃ ｔ ｉｏｎ ．Ｐｈｙ ｓ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ｒｅｖ ｉｅｗｓ８ ８
，

１ ３４ １
－

１ ３７ ８ ，

Ｓ ｔ ｒｅ ｉｃｈｅ ｒｔ
，Ｌ ．Ｃ ．

，Ｐ ｉｅｒｃ ｅ
，Ｊ ．Ｔ ．

，Ｎｅ ｌｓ ｏ ｎ
，
Ｊ ．Ａ ．

，Ｗｅｅｋｓ
，
Ｊ ． Ｃ ．

，１ ９９７ ．Ｓ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ａｃｔｄ ｉｒｅｃ ｔ ｌｙ
ｔｏｔｒｉｇｇｅｒ

ｓ ｅｇｍｅｎｔ
－

ｓ ｐ
ｅｃ ｉｆｉｃｐ 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ｄ ｅ ａ ｔｈｏ ｆ ｉｄ ｅｎ ｔ ｉ ｆｉｅｄｍｏ ｔ ｏｎｅｕ ｒｏ ｎｓ ｉｎｖ ｉｔ ｒｏ 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

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１ ８３

，９５
－

１ ０７ ．

Ｓｕｎ
，Ｙ．

，Ａ ｎ
，Ｓ ．

，Ｈｅｎ ｒ ｉｃｈ
，Ｖ． Ｃ ．

，Ｓｕｎ ，Ｘ ．

，Ｓｏｎｇ ｓＱ ．

，２ ００ ７ ．Ｐ ｒｏ ｔｅｏｍ ｉｃ 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ＰＫＣ －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

ｅ ｘ
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 ｆ ２ ０Ｅ－

ｉｎｄｕ ｃ ｅｄ
ｐ ｒｏｔｅ ｉｎ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ｍｅ ｌａｎ ｏｇａｓｔｅｒ ．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 ｆ

ｐｒｏ ｔｅｏｍｅｒｅ ｓ ｅａ ｒｃｈ６
，

４４７８－４４８ ８ ．

Ｓｕｎ ｄ ｉｖ ａｋｋａｍ
， 
Ｐ ． Ｃ ．

，
Ｎａｔａｒａ

ｊ
ａｎ

，
Ｖ

， 
Ｍ ａ ｌ ｉ ｋ

， 
Ａ ． Ｂ ．

，Ｔ ｉ ｒｕｐｐ ａ
ｔｈ ｉ

， 
Ｃ ．

，
２０ １ ３ ．Ｓ ｔｏｒｅ

－

ｏｐｅ ｒａｔｅｄＣａ
２ ＋

ｅｎｔ ｒｙ（
ＳＯＣＥ

）

ｉｎｄｕ ｃｅｄｂｙｐ ｒｏｔｅａｓ ｅ
－

ａｃ ｔ ｉｖａｔｅｄｒｅｃｅｐ ｔｏ ｒ
－

１ｍｅｄ ｉａｔｅ ｓＳＴＩＭ １ｐ ｒｏｔｅ ｉｎｐｈｏ ｓ ｐ
ｈｏ ｒｙ ｌａｔ ｉｏｎｔｏ ｉｎｈ ｉｂ ｉｔ

ＳＯＣＥ ｉｎｅｎ ｄｏ ｔ ｈｅ ｌ ｉ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 ｔｈ ｒｏｕｇｈＡＭＰ －ａｃｔ ｉｖ ａ ｔ ｅｄ
ｐ

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 ａｓ ｅａｎｄ
ｐ ３ ８ｂ ｅｔａｍ ｉｔｏｇｅｎ

－

ａｃｔ ｉｖａｔｅｄ

ｐ
ｒｏ ｔｅ ｉｎｋｉｎ ａ ｓ ｅ ．ＴｈｅＪｏ ｕｒｎ ａ ｌ ｏｆ ｂ ｉｏ ｌｏｇ

ｉｃａ ｌ ｃｈ ｅｍｉｓ ｔ ｒｙ２８ ８ ，１７０３０ －

１ ７ ０ ４ １ ．

Ｓｕｚｕ ｋ ｉ
，
Ｙ

，
Ｔｒｕｍａ ｎ

，
Ｊ ． Ｗ ．

，
Ｒ Ｚｄｄ ｉ ｆｏｒｄ

，
Ｌ ．Ｍ ．

，２０ ０ ８ ．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 Ｂｒｏ ａｄ 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ｆ

ｃａｓ ｔａｎｅｕｍ ： ｉｎ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 ｎ ｓｆｏ ｒ ｔｈ ｅｅｖ ｏ ｌｕ ｔ ｉｏｎｏ ｆ  ｔｈｅｈ ｏ ｌｏ ｍｅ ｔａｂ ｏ ｌｏｕ ｓ ｉｎ ｓ ｅｃ ｔ
ｐｕ ｐ ａ

．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１ ３ ５
，

５６９
－

５７７ ．

Ｔａｎ
，Ａ ．

，Ｐａ ｌ ｌ ｉ
，Ｓ ． Ｒ．

，２０ ０ ８ ．Ｅｃｄｙ ｓ ｏｎ ｅ［
ｃｏ ｒｒｅｃｔｅｄ

］ｒｅ ｃｅｐ
ｔｏ ｒ ｉ ｓ ｏｆｏ ｒｍｓ

ｐ
ｌａｙｄ ｉｓ ｔ ｉｎｃｔｒｏ ｌｅ ｓ ｉｎｃｏ ｎ ｔｒｏ ｌ ｌ ｉｎｇ

ｍｏ ｌｔ ｉｎｇ
ａｎｄｍｅ ｔａｍｏ ｒｐ

ｈｏ ｓ ｉｓ ｉｎｔｈ ｅｒｅｄｆｌｏｕ ｒｂｅｅｔ ｌｅ
，Ｔｒｉｂ ｏ ｌ ｉｕｍｃａｓｔａｎ ｅ ｕｍ ．Ｍｏ ｌｅ ｃｕ ｌａ ｒａｎｄｃｅ ｌ ｌｕ ｌａｒ

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 ｌｏｇｙ 

２９ １ ．４２
－４９ ．

Ｔｅ ｒａｓｈ ｉｍａ
， 
Ｊ ．

，
Ｙａ ｓ ｕ ｈ ａｒａ

ｓ
Ｎ ．

，
Ｉｗａｍ ｉ

，
Ｍ ．

，Ｓａｋｕ ｒａ ｉ
，
Ｓ －

，
Ｓａｋｕ ｒａ ｉ

，
Ｓ ．

，２ ００ ０ ． Ｐ ｒｏｇ 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ｄｅａｔｈｔｒｉｇｇ ｅ ｒｅｄ

ｂｙ ｉｎ ｓ ｅ ｃｔｓ ｔ ｅ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ｎｅ
，２０

－ｈ
ｙ
ｄ ｒ〇 ）＾ ｅｃｄｙ ｓｏ ｎｅ

， ｉｎｔｈ ｅａｎ ｔｅ ｒ ｉｏ ｒｓ ｉ ｌｋ
ｇ

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 ｉｌｋｗｏ ｒｍ
，

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 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
ｇｅｎｅ ｓ ａｎｄ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ｏ ｎ ２ １ ０

，５４５
－

５５ ８ ．

Ｔｅ ｒｅｎ ｉｕ ｓ
，Ｐａｐ ａｎ

ｉｃｏ ｌａｏｕ
，Ａ ．

，Ｇａ ｒｂ ｕｔｔ
，Ｊ ． Ｓ ．

，Ｅ ｌｅ ｆｔ ｈｅｒ ｉａｎｏ ｓ
，Ｉ ．

；Ｈｕｖｅｎ ｎｅ ，Ｈ ．

，Ｋａｎｇ ｉｎ ａｋｕｄｒｕ ．Ｓ ．

，

Ａ ｉ
ｂ ｒｅｃｈ ｔ ｓ ｅｎ

，
Ｍ．

，
Ａ ｎ

｝
Ｃ ．

，Ａｙｍｅｒ ｉｃ
， 
Ｊ ． Ｌ ．

，Ｂａｒｔｈ ｅ ｌ

，
Ａ ．

，
Ｂｅｂａｓ

，Ｒ ，Ｂ ｉ ｔｒａ
，Ｋ ．

ｓＢ ｒａｖｏ
，
Ａ ．

，Ｃｈｅｖ ａ ｌ ｉｅ ｒ
，Ｒ ，

Ｃｏ ｌ ｌ ｉｎ
ｇｅ ，Ｄ ．Ｐ ．

，Ｃｒａｖａ
，Ｃ ．Ｍ ．

，ｄ ｅＭ ａａｇｄ ，Ｒ．Ａ ．

，Ｄｕ ｖ ｉｃ
，Ｂ ．

，Ｅ ｒ ｌａｎｄ ｓ ｏｎ
，Ｍ ．

，Ｆａｙｅ ，Ｉ
．

，Ｆｅ ｌｆｏ ｌｄ ｉ

，Ｇ ，

Ｆｕ
ｊ

ｉｗａｒａ
， 
Ｈ ．

，Ｆｕ ｔａｈａｓ ｈ ｉ
， 
Ｒ ．

，Ｇａｎｄｈｅ
， 
Ａ ． Ｓ ．

，Ｇａｔｅｈｏｕ ｓ ｅ
， 
Ｈ ．Ｓ ．

，
Ｇａ ｔｅｈｏｕ ｓ ｅ

， 
Ｌ ． Ｎ ．

，
Ｇ ｉ ｅ ｂ ｕ ｌｔｏｗｉｃ ｚ

， 
Ｊ ． Ｍ ．

，

Ｇｏｍｅ ｚ
＾
Ｉ ．

，
Ｇｒ ｉｍ ｒｎｅ ｌ ｉｋｈｕ ｉ

ｊ
ｚｅｎ

，Ｃ ． Ｊ
”Ｇｒｏｏ ｔ

，
Ａ ．Ｔ

”
Ｈａｕ ｓ ｅｒ

，
Ｆ，

，
Ｈｅｃｋｅ ｌ

，Ｄ ． Ｇ
，

Ｈｅｇｅｄｕｓ
，
Ｄ ．Ｄ

”Ｈ ｉｙ ｃ ａ
ｊ ，

Ｓ ．

，Ｈｕ ａｎ ｇ ，Ｌ ．

，Ｈｕ ｌ ｌ
，Ｊ ．Ｊ ．

，Ｉａｔｒｏ ｕ
，Ｋ ．

；Ｉ
ｇａ ，Ｍ ．

，Ｋａｎ ｏ ｓ ｔ
，
Ｍ ．Ｒ ．

，Ｋｏ ｔｗ ｉｃａ
，Ｊ ．

，Ｌｉ
，Ｃ．

，
Ｌ ｉ

，Ｊ ．

，Ｌ ｉｕ
，Ｊ ．

，

Ｌａｎｄｍａ ｒｋ
， 
Ｍ ．

， 
Ｍ ａｔｓ ｕｍｏ ｔｏ

， 
Ｓ ．

， 
Ｍｅｙｅｒ

ｉｎｇ
－＾ ｓ

， 
Ｍ ．

， 
Ｍ ｉ ｌ ｌ ｉｃｈ ａｐ ， 

Ｐ．Ｊ ．

， 
Ｍｏｎ ｔｅ ｉｒｏ

，
Ａ ．

，
Ｍ ｒｉｎ ａ Ｉ

３
Ｎ．

ｓ
Ｎ ｉ ｉｍ ｉ

，

Ｔ ．

，Ｎｏｗａｒａ
，Ｄ ．

，Ｏｈｎ ｉ ｓｈ ｉ
，Ａ ．

ｓＯｏ ｓ ｔｒａ
，Ｖ ，Ｏ ｚａｋ ｉ

，Ｋ ．

，Ｐａｐ ａｋｏｎ ｓ ｔａｎｔ ｉｎｏｕ
，
Ｍ ．

，Ｐｏｐａｄ ｉｃ
，Ａ ．

，Ｒａｊ
ａｍ

，

Ｍ ． Ｖ
ＳＳａｅｎｋｏ ，Ｓ ．

，Ｓ ｉ ｎｐ ｓ ｏｎ
，
Ｒ ．Ｍ ．

，Ｓｏ ｂ ｅｒｏ ｎ
，
Ｍ ．

，Ｓ ｔｒａｎｄ
，Ｍ． Ｒ ．

，
Ｔｏｍ ｉｔａ

，Ｓ ．

，
Ｔｏｐ ｒａ ｋ

，Ｕ ，

，Ｗａｎｇ ，Ｐ．

，

Ｗｅｅ
？ 
Ｃ ．Ｗ．

，
Ｗ ｈｙａ ｒｄ

， 
Ｓ ．

，
Ｚｈａｎｇ ， 

Ｗ．

，
Ｎａｇａｒａｊ

ｕ
，
Ｊ ．

，
Ｆｆｒｅｎｃ ｈ －Ｃｏｎ ｓ ｔ ａｎ ｔ

， 
Ｒ ．Ｈ ．

，
Ｈｅ ｒｒｅｒｏ

，
Ｓ ．

，
Ｇｏ ｒｄｏ ｎ

，
Ｋ ．

，

Ｓｗｅｖｅｒｓ
，
Ｌ ，

，Ｓｍａｇｇｈｅ ，
Ｇ

， 
２ ０ １ １ ．ＲＮＡ ｉｎ ｔｅ ｒｆｅｒｅｎ ｃｅ ｉｎＬｅ

ｐ ｉｄｏｐ
ｔｅ ｒａ ：ａｎｏｖ ｅｒｖ ｉｅｗ ｏ ｆ ｓ ｕ ｃ ｃ ｅ ｓ ｓ  ｆｕ ｌ ａｎｄ

ｕ ｎｓｕｃ ｃｅｓｓ ｆｉｉ ｌｓ ｔｕｄ 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ｐ ｌ ｉｃ ａ ｔ ｉｏｎ ｓｆｏ ｒｅ＾ ｅｒ ｉｍｅｎ ｔａ ｌｄ ｅ ｓ ｉ

ｇｎ ．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 ｓ ｅ ｃｔ
ｐｈｙｓ

ｉｏ ｉｏｇｙ５７，

２３ １
－２４５ ．

Ｔｅ ｒｒｙ ，Ｌ ． Ｅ ．

，ＶｅｒＭ ｅｅ ｒ
，Ｍ．

，Ｇｉ ｌｅｓ
，Ｊ ．

，
Ｔ ｒａｎ

，Ｑ ．Ｋ ．

，２０ １ ７ ．Ｓｕｐ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ｏｆ ｓ ｔｏ ｒｅ
－ｏ

ｐｅ
ｒａｔｅｄＣａ

（

２＋

）
ｅｎ ｔ ｒｙｂｙ

ａｃ ｔ ｉｖａｔ ｉｏ ｎｏ ｆＧＰＥＲ：ｃ ｏｎ ｔ ｒｉｂ ｕ ｔ ｉｏ ｎｔｏａｃ ｌ ａｍｐ
ｉｎｇｅ ｆｆｅｃ ｔｏｎｅｎｄｏ ｔｈｅ ｌ ｉａ ｌＣａ

２＋ｓ 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 ．Ｔｈｅ

Ｂ ｉｏ ｃｈｅｍ ｉｃａ ｌ

ｊ
ｏ ｕ ｒｎ ａ ｌ４７４

，３６２７
－

３６４２ ．

Ｔｈｏｒｑ？ ｓ ｏｎ
，Ｅ ．Ｂ ．

， １ ９９５ ．Ｓｔ ｅｒｏ ｉｄｈ ｏｒｍｏｎ ｅｓ ．Ｍ ｅｍｂｒａｎ ｅｔｒａｎ ｓ
ｐｏｒｔ ｅｒｓｏ ｆ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 ｏ ｒｍｏｎ ｅｓ ．Ｃｕｒｒｅｎ ｔ

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：ＣＢ５

，７３０
－７３２ ．

８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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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 ｉａｎ
，Ｌ ，

Ｌ ｉｕ
，Ｓ ．

，Ｌ ｉｕ
，Ｈ ．

，Ｌ ｉ
，Ｓ ．

，２０ １ ２ ．２０ －ｈｙｄ ｒ〇 ｊ＾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ｕｐ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ａｐｏｐｔｏｔ ｉｃ
ｇｅｎｅｓ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

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ｓ  ｉｎ ｔｈ ｅｆｅｔ ｂｏｄｙ ． Ａ ｒｃｈ ｉｖｅｓ ｏｆ  ｉｎｓ ｅｃｔ ｂ ｉ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
ａｎｄ

ｐ
ｈｙ ｓ ｉｏ ｌｏｇｙ 

７９
，
２０７ －２ １９ ．

Ｕｈ ｌ ｉｒｏｖａ
，
Ｍ ．

，
Ｆｏｙ，

Ｂ ．Ｄ ．

，Ｂｅａｔｙ，
Ｂ ． Ｊ ．

ｊ
Ｏ ｌｓ ｏｎ

，
Ｋ ．Ｅ ．

，
Ｒ ｉｄｄ ｉ ｆｏ ｒｄ

，
Ｌ ．Ｍ ．

，
Ｊ ｉｎ ｃｉ ｒａ

，
Ｍ ．

，２００３ ．Ｕｓ ｅｏｆ Ｓ ｉｎｄｂ ｉｓ

ｖ ｉｒｕ ｓ
－ｍｅｄ ｉａｔｅｄＲＮＡ ｉｎｔｅｒｆｅ ｒｅｎ ｃｅｔｏｄｅｍｏｎｓ ｔｒａｔｅａｃｏｎｓｅ ｒｖｅｄｒｏ ｌｅｏｆＢｒｏａｄ －Ｃｏ ｎｐ ｌｅｘ ｉｎ ｉｎ ｓ ｅｃｔ

ｍｅｔａｍｏ ｒ
ｐ
ｈｏ ｓ ｉ ｓ ． Ｐｒｏ 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Ａｃａｄｅ ｒｒ＾

ｏ ｆ Ｓｃ ｉｅｎ ｃｅ ｓ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 ｓｏ ｆＡｍｅ ｒ ｉｃａ

１ ００
，１ ５６０７

－

１ ５６ １ ２ ．

Ｗａｎｇ ，
Ｄ ．

，Ｌ ｉ
，Ｘ ． Ｒ．

，Ｄｏｎｇ ，
Ｄ ．Ｊ ．

，Ｈｕａｎｇ ，Ｈ．

ｓＷａｎｇ ，
Ｊ ． Ｘ．

，
Ｚｈａｏ

，Ｘ ．Ｆ．

，２ ０ １ ６ａ ．Ｔｈ ｅＳ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ｒｍｏｎ ｅ

２０
－Ｈｙｄ ｒｏ ５＾ 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Ｐｒｏｍｏ ｔｅｓ ｔｈｅＣｙ ｔｏｐ ｌａｓｍｉｃＬｏｃａ ｌ ｉ 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Ｙｏｒｋ ｉｅｔｏＳｕｐｐ ｒｅｓ ｓＣｅ ｌ ｌ

Ｐｒｏ ｌｉｆ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 Ｉｎｄｕｃｅ Ａｐ
ｏｐｔｏ ｓ ｉｓ ． Ｔｈｅ Ｊｏ 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ｈｅｎｕｓ ｔｒｙ

２９ １
，２ １ ７６ １

－２ １ ７７０ ．

Ｗａｎｇ ， 
Ｄ ．

，

Ｐｅ ｉ
，
Ｘ ＿ Ｙ

”Ｚｈａｏ ，
Ｗ． Ｌ

”Ｚｈａｏ ，Ｘ ． Ｆ．

，２０ １ ６ｂ ．Ｓｔｅ 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ｎｅ２０ －ｈｙ
ｄ ｒｏ砂 ｅｃｄｙ ｓ ｏｎ ｅ

ｐ
ｒｏｍｏ ｔｅｓ

ｈ ｉｇｈ ｅｒ ｃａ ｌ ｃ ｉｕｍｍｏｂ ｉ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ｔｏ  ｉｎｄｕｃｅ 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 ． Ｃｅ ｌｌｃ ａ ｌｃ ｉｕｍ６０
， １

－

１ ２ ．

Ｗａｎｇ ，Ｄ ．

ｓ
Ｚｈａｏ

，Ｗ．Ｌ ．

，Ｃａ ｉ
，
Ｍ ．

Ｊ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
Ｊ ．Ｘ ．

，
Ｚｈａｏ

，
Ｘ ．Ｆ．

，２０ １ ５ ．Ｇ －

ｐ ｒｏｔｅ ｉｎ－

ｃｏｕｐ
ｌｅｄｒｅｃｅ

ｐ
ｔｏ ｒｃｏｎ ｔ ｒｏ ｌｓ

ｓ ｔｅ 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ｎｅｓ 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
ｉｎｃｅ ｉ ｌｍｅｍｂｒａｎ ｅ ．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５

，
８６７５ ．

Ｗａｎｇ ，Ｓ ．Ｆ．

，
Ｌ ｉ

，Ｃ ．

，Ｚｈ ｕ ， 
Ｊ ．

，
Ｍ ｉｕｍ

，Ｋ ．

，
Ｍ ｉｋｓ ｉｃｅ ｋ

，
Ｒ．Ｊ ．

，
Ｒａ ｉｋｈｅ ｌ

，
Ａ ．Ｓ ．

，
２０００ ．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ｉａ ｌ ｅｇ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ａｎｄ

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ｂｙ２０
－ｈｙｄ ｒｏ ｊ＾ 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ｏｆｍｏ ｓ ｑｕ ｉｔｏｕ ｌｔｒａｓｐ ｉｒａｃ ｌｅ ｉｓ ｏｆｏ ｒｍｓ 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２ １ ８
，９９

－

１ １ ３ ．

Ｗｅｂｂ
，Ｂ ． Ｌ ．

，Ｈ ｉ ｒｓ ｔ
，Ｓ ． Ｊ ．

，Ｇ ｉｅｍｂｙ ｃ ｚ ，Ｍ ．Ａ ．

，２ ００ ０ ．Ｐ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 ａ ｓ ｅＣ ｉ ｓ ｏｅｎｚ
ｙｍｅ ｓ ：ａ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ｉｒ

ｓ 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ｅ
，
ｒｅｇ 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ｒｏ ｌｅ ｉｎ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ｉｎｇ

ａ ｉ ｒｗａｙ ｓｓｍｏｏ ｔｈｍｕ ｓ ｃ ｌｅｔｏｎ ｅａｎｄｍ ｉｔｏｇｅｎ ｅｓ ｉｓ ．Ｂｒ ｉ ｔ ｉｓ ｈ

ｊ
ｏ ｕｒｎ ａ ｌｏｆ

ｐ
ｈ ａｒｍａｃｏ ｌｏｇｙ

１ ３０
，１４３３ －

１ ４５ ２ ．

Ｘｕ
９
Ｊ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
Ｘ ． Ｆ．

，Ｃｈｅｎ ，Ｐ．

，Ｌ ｉｕ
，Ｆ ．Ｔ ．

，
Ｚｈｅｎｇ ，Ｓ ． Ｃ ．

，Ｙｅ ，Ｈ ．

，
Ｍｏ

，Ｍ ．Ｈ ．

，２０ １ ６ ．ＲＮＡＩｎ ｔｅ ｒ ｆｅｒｅｎ ｃｅ ｉｎ

Ｍ ｏ ｔｈｓ ： Ｍ 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ｓ
， 
Ａｐｐ 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

，
ａｎ 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 ． Ｇｅｎｅｓ７．

Ｙａｎｇ ，Ｄ ．

，Ｃｈａ ｉ

，Ｌ ｓＷａｎｇ ，Ｊ
．

３Ｚｈ ａｏ
，Ｘ ．

，２０ ０ ８ ．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 ｒｃ ｌｏ ｎ 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 ｉ ｚａｔ ｉｏ ｎｏ ｆＨｅａ ｒｍ

ｃａ ｓ ｐ
ａｓ ｅ －

１  ｆｒｏｍＨｅ ｌ 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．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 ｒ 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ｒｅｐｏ ｒｔｓ３５

，
４０５

－４ １２ ．

Ｙａｏ
，
Ｔ．Ｐ ．

，
Ｆｏ ｒｍａｎ

，Ｂ ．Ｍ ．

，Ｊ
ｉａｎｇ ，

Ｚ ．

，Ｃｈ ｅ ｒｂａｓ
，
Ｌ ．

，Ｃｈｅｎ ，
Ｊ ． Ｄ ．

，
Ｍ ｃＫｅｏｗｎ

，Ｍ．

？
Ｑｉ ｅｒｂａｓ

，
Ｐ ．

，
Ｅｖａｎｓ

， 
ＫＭ ．

，

１９９ ３ ．Ｆｕｎｃｔ ｉｏ ｎａ ｌｅ ｃｄｙｓ 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 ｉｓｔｈｅ
ｐｒｏ ｄ ｕｃｔｏ ｆ ＥｃＲ 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 ｐ ｉｒａｃ ｌｅ

ｇｅｎｅｓ ．Ｎａｔ ｕ ｒｅ３６６
，

４７６－４７９ ．

Ｙｉｎ
，
Ｖ．Ｐ ．

， 
Ｔｈｕｍｍｅ ｌ

，
Ｃ ． Ｓ ．

，２００ ５ ． Ｍ ｅ ｃｈａｎ ｉ ｓ ｍｓｏｆ ｓ ｔｅ ｒｏ ｉｄ －

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ｐ
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ｃｅ ｌ 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 ｌａ ．

Ｓｅｍ ｉｎ ａｒｓ ｉｎｃｅ ｌ ｌ＆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 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１ ６

ｓ２３７
－

２４３ ．

Ｙｕ ａ ｎ
，Ｊ ．Ｐ ．

９Ｚｅｎｇ ，Ｗ ．

，Ｄｏｒｗａｒｔ
，Ｍ ＊ Ｒ ．

，Ｃｈｏ ｉ

，Ｙ． Ｊ ．

，Ｗｏ ｒｌｅｙ ，Ｐ． Ｆ．

，Ｍ ｕ ａ ｌ ｌｅｍ
，Ｓ ．

９２００９ －ＳＯＡＲａｎ ｄｔｈｅ

ｐ
ｏ ｌ

ｙ
ｂａｓ ｉｃ ＳＴ ＩＭ ｌｄｏｍａ ｉｎｓ

ｇａｔｅ ａｎｄ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Ｏ ｒａ ｉｃｈａｎｎｅ ｌｓ ． Ｎａｔｕ ｒｅｃｅ ｌ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ｌ ｌ
ｓ
３３７ －

３４３ ．

Ｚａｍｏ ｒｅ
，Ｐ ．Ｄ ．

？Ｔｕｓ ｃｈ ｌ
，Ｔ ．

，Ｓｈａｒｐ ，Ｐ ．Ａ ．

ＳＢａ ｒｔｅ ｌ
，Ｄ ．Ｐ ．

，２０ ０ ０ ．ＲＮＡ ｉ ：ｄｏ ｕｂ ｌｅ
－

ｓ ｔｒａｎｄｅｄＲＮＡｄ ｉｒｅｃ ｔｓｔｈｅ

ＡＴＰ －

ｄ ｅｐｅ
ｎｄｅｎ ｔ ｃ ｌｅａｖａｇｅ ｏｆ ｍＲＮＡａｔ ２ １ｔｏ ２３ｎ ｕｃ ｌｅｏ ｔ ｉｄｅ  ｉｎ ｔｅｒｖａ ｌｓ ． Ｃｅ ｌ ｌ １０ １

，２５
－

３３ ．

Ｚｈａｎｇ ，Ｓ ．

，Ｍ ｉａｏ
，Ｙ．

ｓＺｈ ｅｎｇ ，Ｘ ．

，Ｇｏｎｇ ，Ｙ．

，Ｚｈａｎｇ ，
Ｊ ．

，Ｚｏｕ ，Ｆ．

？Ｃａ ｉ
，Ｃ ．

，２０ １ ７ ．ＳＴＩＭ １ａｎ ｄＳＴＩＭ ２

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ｙｒｅｇｕ
ｌａｔｅｅｎ ｄｏ ｇｅｎｏｕｓＣａ

２ ＋
ｅｎ ｔ ｒｙ

ａｎｄ
ｐ

ｒｏｍｏ ｔｅＴＱＦ
－ｂｅｔａ

－

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ＭＴ ｉｎｂ ｒｅａｓ ｔｃａｎｃｅｒ

ｃｅ ｌ ｌｓ ． Ｂ ｉｏ ｃｈｅｍ ｉｃａ ｌａｎｄ ｂ ｉｏｐｈｙ ｓ ｉｃａ ｌ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ｓ４８８
，７４

－

８０ ，

Ｚｈ ａｎｇ ，Ｘ．Ｑ ．

？Ｌ ｉ
，Ｘ ．Ｒ ．

，Ｒｅｎ
，Ｊ ．

，Ｌ ｉ
，Ｙ Ｂ ．

ＳＣａ ｉ
，Ｍ．Ｊ ．

，Ｗａｎ ｇ ，Ｊ ．Ｘ ．

，Ｚｈａｏ
，Ｘ ． Ｆ．

，２０ １ ５ ．ｂｅｔａ
－Ａ ｒｒｅｓ ｔ ｉｎ ｌ

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ｓｗ ｉｔｈＧｐｒｏ ｔｅ ｉｎ－

ｃｏ ｕｐ
ｌｅｄ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ｔｏｄｅｓ ｅｎ ｓ ｉ ｔ ｉｚｅｓ ｉｇｎａｌ ｉｎｇｏ ｆｔｈｅ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 ｏ ｒｍｏｎｅ

２０
－

ｈｙ
ｄ ｒｏ ｊ＾ ｅｃｄｙ ｓｏｎｅ ｉｎｔｈｅ ｌｅｐ ｉｄｏｐ ｔｅ ｒａｎ ｉｎ ｓｅｃｔＨｅ ｌ 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ｉｇｅ ｒａ ．Ｃｅ ｌ ｌｕ ｌａ ｒｓ ｉ

ｇｎａｌ ｌ ｉｎ
ｇ

２７
，

８７８－８８６ ．

Ｚｈ ａｏ
，
Ｍ ．

ｓ
Ｄｕ ａｎ

，
Ｘ ． Ｆ．

，Ｚｈａｏ ， 
Ｘ ． Ｙ

Ｓ
Ｚｈａｎｇ ，Ｂ ．

，Ｌｕ ，
Ｙ．

，
Ｌ ｉｕ

，
Ｗ．

ｓＣｈ ｅｎｇ ， 
Ｊ ．Ｋ ．

，Ｃｈｅｎ ，ＧＱ ．

，
２ ００９ ．Ｐｒｏ ｔ ｅ ｉｎ

ｋｉｎ ａｓ ｅＣｄｅ ｌｔａｓ ｔ ｉｍｕ ｌａｔｅｓｐ ｒｏ ｔｅ ａｓ ｏｍｅ
－ｄ ｅ

ｐ
ｅｎｄｅｎ ｔｄｅｇ ｒａｄａｔ ｉｏ ｎｏｆＣ／ＥＢＰａ ｌ

ｐ
ｈ ａｄｕｒｉｎｇａｐ ｏｐ ｔｏｓ ｉｓ

ｉｎｄｕｃ ｔ ｉｏｎｏｆ  ｌｅｕｋｅｍ ｉｃｃｅ ｌｌｓ ．Ｐ ｌｏ Ｓｏｎｅ ４
ｊ
ｅ６５ ５２ ．

Ｚｈａｏ
， 
Ｍ ．

，Ｘ ｉａ
，Ｌ ．

，Ｃｈｅｎ ，
ＧＱ ．

，
２０ １ ２ ．Ｐ ｒｏ ｔｅ ｉｎｋ ｉｎａｓ ｅｃｄ ｅ ｌｔａ ｉｎａｐ ｏｐ ｔｏ ｓ ｉｓ ：ａｂｒ ｉｅｆ ｏｖｅ ｒｖ ｉｅｗ．Ａ ｒｃｈ ｉｖｕ ｍ

ｉｎｍｕｎ ｏ ｌｏｇ ｉａｅｅｔ ｔｈ ｅｒａｐｋｅｅｊ
ｑ
Ｄ 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 ｌｉｓ６０

，３６ １
－

３７２ ．

８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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Ｚｈａｏ
，Ｗ．Ｌ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Ｄ ．

ｓＬ ｉｕ
，Ｃ．Ｙ．

，Ｚｈａｏ ，Ｘ ． Ｆ．

，２ ０ １ ６ ．Ｇ －

ｐ ｒｏ ｔｅ ｉｎ －ｃｏ ｕ
ｐ

ｌｅｄｒｅ ｃｅｐ ｔｏ ｒｋｉｎ ａ ｓ ｅ２ｔｅ ｒｍ ｉｎａｔｅｓ

Ｇ－

ｐ ｒｏｔｅ ｉｎ －

ｃｏｕｐ 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 ｒ ｆｉｘｎ ｃｔ ｉｏｎ ｉｎｓ ｔｅ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ｎｅ２０ －ｈｙｄ ｒｏ＾ ｅｃｄｙ ｓ ｏｎｅ ｓ ｉ

ｇｎ ａ ｌｉｎｇ ．Ｓｃ ｉｅｎ ｔ ｉｆｉｃ

ｒｅｐｏ ｒｔｓ ６
，２９２０５ ．

Ｚｈａｏ
，Ｘ．Ｆ ．

，Ｗａｎｇ ，Ｊ ． Ｘ．

，Ｘｕ
，Ｘ ． Ｌ

，Ｌ ｉ
，Ｚ ．Ｍ ．

，Ｋａｎｇ ，Ｃ ． Ｊ ．

，２ ０ ０４ ．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 ｒｃ ｌｏｎ ｉｎｇａｎ
ｄｅｇ ｒｅｓ ｓ ｉｏｎ

ｐ ａｔｔｅｒｎｓｏ ｆｔｈ ｅｍｏ ｌｔ
－

ｒｅｇｕｋｔ ｉｎｇｔｒａｎ ｓ ｃｒｉｐｔ ｉｏ ｎｆａｃｔｏ ｒＨＨＲ３ｆｒｏｍＨｅ 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ｉｇｅ ｒａ ．Ｉｎ ｓ ｅｃｔ

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
１ ３

，４０７
－４ １２ ．

Ｚｈｅｎｇ ，Ｗ．Ｗ ．

，Ｙａｎｇ ，Ｄ ．Ｔ ．

，Ｗａｎ ｇ ，Ｊ
． Ｘ．

，Ｓｏｎｇ ，Ｑ ． Ｓ ．

，Ｇｉ ｌｂｅ ｒｔ
，Ｌ ． Ｉ ．

，Ｚｈａｏ ，
Ｘ ．Ｆ．

，２ ０ １ ０ ．Ｈｓ ｃ７０ｂ ｉｎｄ ｓｔｏ

ｕ ｌｔ ｒａｓ ｐ
ｉｒａｃ ｌｅｒｅｓ ｕ ｌｔ ｉｎｇ

ｉｎｔｈｅｕｐ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 ｎｏｆ ２０
－

ｈ
ｙ
ｄ ｒｏ＾ｅｃｄ ｓ ｏｎ ｅ

－

ｒｅｓ ｐｏ
ｎｓ ｉｖｅ

ｇｅｎ ｅｓ ｉｎＨｅ ｌ ｉｃｏ ｖｅｒｐａ

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． Ｍｏ 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ｅ ｌ ｌｕ ｌａ ｒｅｎｄｏ ｃ ｒｉｎ ｏ ｌｏ ｇｙ
３ １ ５

，
２８２－２９ １ ．

Ｚｈｏｕ
，Ｂ ．

，Ｈ ｉｒｕｍａ
，Ｋ ．

，Ｓｈ ｉｎｏ ｄａ
，Ｔ ．

ｓＲ ｉｄｄ ｉｆｏ ｒｄ
，Ｌ ，Ｍ ，

，１ ９ ９８ ．Ｊｕｖｅｎ ｉｌｅｈｏ ｒｍｏｎｅｐ
ｒｅｖｅｎ ｔｓ

ｅｃｄｙｓ ｔｅ ｒｏ ｉｄ －

ｉｎ ｄ ｕｃｅｄｅｇ 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 ｆｂ ｒｏａｄｃｏ ｍｐ ｌｅ ｘＲＮＡ ｓ ｉｎｔｈ ｅｅｐ ｉｄｅｒｍ ｉ ｓｏ ｆｔｈ ｅｔｏｂａｃｃｏ

ｈ ｏｍｗｏ ｒｍ
，Ｍａｎｄｕｃａ ｓｅｘ ｔａ ．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

２０３
，２３３

－２４４ ．

Ｚｈｏｕ
，Ｂ ．

，Ｒｉｄｄ ｉ ｆｏ ｒｄ
，Ｌ ．Ｍ ．

Ｓ２ ００ １ ．Ｈｏ ｒｍｏｎａ ｌｒｅｇ ｕ ｌ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
ｐ

ａｔｔ ｅ ｒｎ ｉｎ ｇｏ
ｆｔｈ ｅｂ ｒｏａｄ －ｃｏｍｐ ｌｅ ｘ ｉｎｔｈ ｅ

ｅｐ
ｉｄ ｅ ｒｍ ｉｓａｎｄｗ ｉｎｇ

ｄ ｉ ｓ ｃｓｏ ｆ  ｔｈｅ ｔｏｂ ａｃ ｃｏｈｏｍｗｏｒｍ
，
Ｍａｎｄｉ ｔｃａｓｅｘｔａ 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ｂ ｉｏ ｌｏｇｙ２３ １

，

１ ２５ －

１ ３７ ．

Ｚｈ ｏ ｕ
，Ｘ ．

，Ｒ ｉｄｄ ｉｆｏ ｒｄ
，Ｌ ．Ｍ ．

；２０ ０２ ．Ｂｒｏ ａｄｓ ｐ ｅ ｃ ｉｆｉｅｓｐ ｕｐａ 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ｅｄ ｉａｔｅｓｔｈ ｅ
＇

ｓ ｔａ ｔｕ ｓｑ ｕ ｏ
＇

ａｃ ｔ ｉｏｎｏ ｆ
ｊ
ｕｖ ｅｎ ｉ ｌｅｈｏ ｒｍｏｎ ｅｏ ｎｔｈｅｐ ｕｐａ ｌ

－

ａｄｕ ｌｔｔｒａｎ ｓ 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Ｄｒｏｓｏｐｈ ｉｌａａｎｄＭａｎｄｕｃａ ．

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１ ２９
？２２５９

－２２６ ９ ．

８ ６

—





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


致谢

五年的研宄生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 ， 在这毕业之际 ， 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老

师 ， 同学包括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和实验室的师弟师妹表示衷心的感谢 ！

首先 ，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赵小凡教授 。 在这五年的学习 生涯中 ， 从课题的

选择确定 ， 实验的 设计 ， 结果的分析 以及最后论文的写作无不凝聚着赵老师的心血

和汗水 。 其次还要 由衷的感谢王金星老师 。 是您在组会上
一

次次的指导和 点评 ， 才

使得我的课题研宂更加完善 ， 论文得 以顺利发表 。 经过五年的相处 ， 我深深地感受

到 了两位老师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， 海量的 的知识储备 以及独特的研宄视角 。 这些

优秀的 品质无不让人敬仰 ， 是我 以后学习 的榜样 。 我现在 以及以后所取得成绩与两

位老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。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并致 以最诚挚的祝福 ！

感谢在实验室工作 的康翠洁老师 ， 董杜鹃老师 ， 石秀贞老师 ， 王显伟老师 以及

邵红莲老师在实验和生活中对我的帮助 。 谢谢各位老师 ！

感谢己经毕业的刘文师兄 ， 蔡美娟师姐 ， 张孝乾师兄 ， 荆玉谱师兄 ， 栗相如师

姐在我刚进实验室时对我的 引 导和帮助 。 感谢赵文丽师姐 ， 王迪师姐 ， 李永波师兄 ，

郭付腾师兄 ， 孙洁洁师姐 ， 刘倩师姐在实验及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 。 感谢徐计东 ，

杨婷 ， 谢亚凯 ， 裴旭阳 ， 许玲 ， 安明玉等 同级同学 ， 感谢实验室的韩晓林 ， 姚友香 ，

潘静 ， 张俊英 ， 康新乐 ， 邸宇琴 ， 李艳雪 ， 李艳丽 ， 陈敬 ， 牛国娟 ， 李静 ， 张强 ，

高洁 ， 张可诒 ， 冯 肖 舞 ， 高杰 ， 何中华 ， 霍利杰等师弟师妹们给予 的理解和帮助 。

祝你们学业顺利 ， 前程似锦 。

最后 ， 感谢我的家人 ， 感谢爸爸妈妈 ， 姐姐和女友 ， 你们无私的关怀和支持是

我在学 习和生活中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坚实的后盾 。 我会用不懈的努力来回报你们对

我的关心 。

本论 文 受 国 家 自 然科 学 基金 （ ３ １ ５７ ２３ ２８ ） 、 国 家 自 然 科 学基金 重 点 项 目

（ ３ １２ ３０ ０６７ ，３ １ ７３００ ８３ ） 、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９７ ３（ ２０ １ ２ＣＢ １ １ ４ １ ０ １ ） 在经

费上的支持 ， 在此表示感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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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读期间已发表的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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